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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古籍、访湿地，聚焦真生活语文.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通讯员穗
招宣报道：记者 20日从广州市招考办
获悉，2022 年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简称“中考”）录取计分科目笔试顺
利开考。全市共有111464名考生报名
参加考试；设常规考点 159 个，有普通
考场 3797 间、备用考场 191 间，并按
10:1 的比例设置隔离考场 489 间；参
与考务工作人员1.67万人。同时，全市
集中设置 1 个医院考点和 2 个市级专
用隔离考点，在各区分设 11个普通隔
离考点、11个专用隔离考点和11个备
用考点，以备突发疫情时立即启用。

开考首日道路交通总体顺畅，试卷
运送发放正常，考生赴考安全顺利，无
考生迟到。防疫措施落实到位，无密
接、次密接考生，无涉疫须转运考生，未
启用隔离考点、专用隔离考点、备用考
点和医院考点。考点周边环境宁静有
序，考试设备运转正常，考点秩序井然，
考风考纪良好，全市开考平稳顺利。

首日无考生迟到
未启用隔离考点

广州中考作文：《我是如此地热爱___》

“热爱”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6 月 20 日上午 11 时，广州
中考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作
文题揭开面纱：《我是如此地热
爱___》，要求考生把题目补充
完整后写作一篇 600 字以上文
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这个题目好不好写？该如
何入手？羊城晚报邀请作家、初
中语文名师、跨界专业人点评，
提供多个角度的分析视角。

（蒋隽）

周帆分析，这是一道半命
题作文，考生有话可说，有内容
可写。主体是“我”，引导考生
关注自我、表达自我；“如此”，
是程度的体现；“热爱”，引导考
生培养热情、培养爱好、培养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题目综合
体现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核
心素养，将学生的目光引入身
边的学习生活情境甚至社会情
境，将语文学习、校园生活和社
会生活勾连起来，充分体现了

语 文 写
作 活 动
的 综 合
性和体验性。

半命题方式使得考生的选
材范围极广，生活细节、兴趣爱
好、社会事件、家国情怀皆可入
题，引导考生通过“热爱”将对真
善美的价值追求融入思考，进行
思辨性的独特表达，以文化人，
提升境界。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考生感觉如何？

试题难度适中 考完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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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了什么？体现何种导向？

语文：既博读也深读
理化：从课堂到生活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首
日
三
科
目

6 月 20 日，广州中考
首日，完成了语文、物理、
化学考试。这三门学科考
了什么？体现出“新中考”
怎样的命题考查方向？

广州中考试题专家介绍，
今年的语文试卷在试题素材
的选择上，注重引导学生关注
社会当下的发展，认识中华文
化的丰厚博大。如建团 100
周年、冬奥会、古籍保护、乡村
振兴、全民健身、职业教育、科
普工作、湿地保护等进入考
题，都在引导学生关注时事。

今年全国两会，“加强文
物古籍保护利用”被首次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非连续文本
阅读选取了这个热点话题。
通过阅读与古籍保护相关的
材料，学生可以了解到古籍保
护的现状、已取得的成果及保

护工作的价值意义。
综合性学习选择了“湿地

保护”话题，引导学生关注自
然、关注人类命运。

名著阅读是2021年开始
增设的附加题，今年选取了
文学类文本《朝花夕拾》、科
普作品《昆虫记》、书信《傅雷
家书》。试题通过选取多样
文本，引领阅读的多样化，扩
大学生阅读视野，全面培养
阅读素养。

从测评方式来看，试题既
有对人物、情节等表层信息
的感知，也有对名著的感悟、
鉴赏和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

的考查，试题呈现综合化和
整合化的趋势，尝试进行主
题阅读测评。比如就名著中

“多样的生物”这一专题聚焦
点，综合《朝花夕拾》《昆虫
记》《海底两万里》等不同作
品进行探究，促使阅读博而
专、广而精，推动深度阅读。

本次名著阅读的考查，更
加注重真实的整本书阅读，
充分关注阅读本质，触及“阅
读”的根本属性。学生须结
合整本书阅读，调动真实的
阅读经验，在阅读中发现并
形成自己的阅读认识与体
验，把阅读收获内化为素养。

今年的物理试题，体现
素养导向，重视考查学生的
逻辑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要求学生能从情境中辨
识、提取和加工信息，如运
动设备记录信息题；重视考
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要
求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掌
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如发光二极管题；重视考查
学生对物理概念及规律本质

的理解，要求学生能应用所
学物理知识解释生产生活方
面的问题，如红外成像测温
仪题。

试题回归教材内容，重视
考查基础。部分试题素材源
于教材的实验、插图及习题，
考查学生是否掌握物理基础
知识和基本方法。此类题目
旨在通过考试的反拨作用，
引导教学回归课本，让教师

和学生认真研读教材。
试题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利用物理知识解释现象和解
决问题，体现“从生活走向物
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物理
课标特点。试题符合物理学
科的特点，情境取材于生活
实际，数据真实；不编造实验
数据，注重试题的科学性、探
究性；不设置偏题、怪题，确
保试题的开放性、公平性。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物理.

三星堆、青瓷
净水厂等入题

化学.

正向引导，以文化人

点评人点评人：：广州市执信中学初三语文备课组
组长 周帆

折射主体价值立场精神高度

点评人点评人：：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超

这一作文题有“一币两面”。
正的一面是：首先，貌似容易，可
以从身边事说起，没有“围棋”和

“红楼”那么像命题作文，思路可
以更开阔，有任意表达的自由；其
次，这是一道典型的“以小见大”
的作文题，非常考验考生真正的
作文水平以及认知能力。

负的一面是，这道题容易出
现几个困境：

一是容易举棋不定。考生
们往往会“心大”，这也想写那也
想写，这也热爱那也热爱，考虑
这些就会花掉不少时间，这就是
陷阱。“飙大词”也是心大的一种
表现，家国时代是不容易写出新
意的选项，而好文章的特点就是
切口小而意义大。

二是不易深挖。由于相对
浅显，几句话就说完了然后就没
词儿了。写文章重在深挖，像鲁
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讲到了人
的品格、平凡和伟大的关系。这

是 比 较
难的，需
要 作 者
的胸怀和气度，对考生来说是一
个难点。

三是没词儿就会东拉西扯
导致跑偏。写文章也怕忘记初
心，文章烂尾，不知道自己要表
达什么了。这是写文章比较常
见的坑，原地打转出不来了，许
多文字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没有
递进关系，简单的起承转合都做
不到。

四是“热爱”背后到底是什么
东西可能不易说清。要思路清
晰，表达得有层次。这就需要考
生有提炼主题的能力，你是想说
热爱是你的毕生之光，还是想说
成事者必须具备持之以恒的品
质，还是说热爱本身就不容易，总
之无论你想表达什么都会考验到
你的思想和思维的双重高度。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一币两面”，既易也难

点评人点评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
作家协会主席 张欣

从“我”出发，关注心之所向

点评人点评人：：意大利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青年策展人 洪羚乙

考点外红色海洋
宠物猫也来送考

广州中考进行时

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送考的家长老师为考生祝福打气送考的家长老师为考生祝福打气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宋金峪 摄摄

家长老师着红衣送考家长老师着红衣送考 宋金峪宋金峪 摄摄

羊城晚报多路记者奔赴各大考点，
直击首日送考现场——

华附：猫咪为小主人解压

早上7时30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简称“华附”）初中部门口已有不
少考生、家长和老师。该考点除了华附
考生外，还有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简称“天外”）、暨南大学附属中学（简
称“暨大附中”）、广州市南国学校等学
校的考生。

暨大附中的夏老师在考点外等候
考生们抵达、签到。她准备了一把棒棒
糖，每位考生签完到，选择一支印有自
己喜欢标语的棒棒糖，夏老师都会送上
祝福：“加油！你是最棒的。”

区先生抱着家里的宠物猫来给孩子
送考。他说，这只猫才8个月大，但8个
月来多亏了它为孩子减压，“孩子每天回
到家摸摸它，跟它玩一会儿，心情顿时好
很多，学习效率也很高”。他希望猫咪在
考试期间继续给小主人带来好心情。

省实：家长执葵祝福“夺魁”

上午7时许，广东实验中学（简称“省
实”）初中部考点门口就成了红色的海
洋。许多家长和学生都穿上了印有“省
实人”字样的红色级服。除了本校考生，
豪贤中学也有学生在此考试，该校老师
们也是红衣加身，为考生加油打气。

豪贤中学的林老师给每一位考生
送上印有“金榜题名”的利是封，内含一
支笔和一条小手链。她说，希望考生们
都能好好发挥。

送考人群中，不少家长有备而来。
家长苗女士订了 5 支向日葵，祝福女儿
和她的同学们“一举夺魁”。段女士也
成为家长群中的“向日葵妈妈”，头上戴
着向日葵发夹，衣襟别着向日葵胸针，
手上捧着向日葵鲜花。她在网上订了
十几枚向日葵胸针，现场派发给其他家
长。“不想给孩子太多压力，就通过这种
小小的仪式感给孩子信心。”

执信：家长老师“花式”打气

广州市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一早
便有家长穿着红色送考服送考。背后
印有校园手绘图的是执信天河校区考
生的家长；一同在该考点应考的东风实
验学校考生，家长服背后则是“为梦想
而战”五个大字。家长郑女士告诉记
者，送考服是家长们在微信群中自发统
一定制的，希望给孩子带来好运。

老师们也很忙碌，排成一列，用标
语牌、击掌、口号等方式为考生举行一
个小型的加油仪式。此外，早在几天
前，老师们就准备了福袋等小礼物，还
特意送上印有考生姓名的可乐。另一
方面，老师也与家长保持沟通，为考生
顺利应考保驾护航。“昨天晚上都很晚
了，老师还在群内提醒我们一些注意事
项，让我们做好准备。”一些家长说。

（蒋隽 何宁 崔文灿 王沫依）

6 月 20 日，上午考试科目
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和化学。
记者在广州部分考点随机采访
了一些考生。大部分学生考完
后心情舒畅，表示试题难度适
中，更多考查基础知识，也有少
量新颖且有难度的题型。

作文开放度高
阅读考同理心

记 者 在 华 附 初 中 部 考 点
采 访 了 解 到 ，考 生 们 普 遍 反
映第一天的考试科目难度适
中，语文的半命题作文《我是
如 此 地 热 爱 ___》开 放 度 高 ，
考生们填下了自己丰富多彩
的回答，有的写的是“学习”，
有 的 是 自 己 的 兴 趣 爱 好“ 足
球”“爬山”等。付同学谈到，
自 己 写 的 是“ 我 是 如 此 地 热
爱 这 片 蓝 天 ”，“ 我 从 小 就 有
航 天 梦 ，我 把 神 舟 十 三 号 和
十四号写进了自己的作文。”
周 同 学 则 另 辟 蹊 径 ，写 下 了

让自己难以忘怀的广州难得
一见的“下雪天”回忆。

铁一中学的王同学认为，
阅读题出得很好，“阅读文章
大致讲了两个孩子为了生病
的母亲能早日康复，隐瞒了弟
弟出车祸去世的故事。题目
则让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思
考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我们
之前做的阅读题大多问主题
和内涵，但这次引导我们设身
处地地去感受主人公的所思
所想，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很
有意义。”

与时事联系紧密
部分题目“刁钻”

记 者 在 中 大 附 中 考 点 看
到，考生马同学一出考场就跟
同 学 讨 论 最 后 一 道 物 理 题 。
他说：“物理最后一题不像模
拟考那样考实验设计题，而是
让我们回答这个实验是否合
理。”他表示这题不难，比模拟

考简单。华附的李同学也认
为物理比平时的模考简单轻
松，与生活实际和时事联系紧
密，如联系到了冬奥会等。

真光中学的黄同学认为，
物理前面的题目挺简单，但是
到了后面的计算题和填空题，
就慢慢难起来了，“计算质量
分数的题目有难度，‘坑’比较
多，填空题问得比较刁钻，有
些题目是反着来问的，做得有
点困难。”

题型不乏创新
冰墩墩进试题

考生们普遍反映，化学试
题与物理试题差不多，难度不
大，但题型较新颖。铁一中学
的赵同学提前 15 分钟就完成
了 化 学 考 试 ，她 认 为 化 学 不
难，大部分是较基础的题型，
其中不乏结合时事的题目，比
如考了冰墩墩外壳的制作材
料、航天和清洁能源的相关知

识等。
在孙同学看来，化学还是

有点难的，题型有所创新，“如
炼铁的方程式以前几乎不考，
但 这 次 考 到 了 ，我 没 有 写 出
来；最后一题为创新题，而不
再是探究题。”

华附的李同学说，化学考
了陶瓷燃烧如何制取一氧化
碳，“出现了不少工业工艺流
程图相关内容，但整体来说，
没有平时考的那么‘硬核’，没
有遇到‘工业难题’”。

（蒋隽 何宁 肖畅瑶
杨筱雨 张瀛丹）

今年的化学试题从我国古
代工艺技术成果和当代科技成
就中挖掘素材，让学生体会中华
文明的源远流长，同时感受国家
科技进步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
作用。如试题以“三星堆”“马王
堆”等重大考古发现和“文房四
宝”等为题材，展现了我国古代
在金属冶炼、手工业制造方面的
巨大成就。

试题引用晚唐诗人陆龟蒙
描绘青瓷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
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结合一些
生动的图片，展开对陶瓷制作、
使用的探究，引导学生用现代化
学的视角分析鉴赏古代窑炉及
其技艺的精妙，品读中华民族人
文与科技交相辉映的璀璨历史。

试题注重创设真实情境，让
学生解决真实化学问题，从而实
现化学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对核心
素养的考查。如试题凸显广州元
素，取材广州北部水厂最先进的
第三代净水工艺——超滤膜处理
技术，考查学生将物质分离方法
用于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作文属于半命题作文，首
先要补题，这也决定了整篇文章
的方向。要将题目转化为考生
自己最熟悉、最能引起共鸣的内
容来写。可以选择生活中具体
的人和物，也可以选择一个宽泛
的时空概念或事物，题目给了考
生一定的表达空间和选择自
由。根本上看，它旨在考查考生
对于现实生活或想象世界的触
动，以及基于这种触动上的哲理
思考和情感抒发。

要注意的是，首先，审题时
要聚焦于“热爱”这个关键词。
为 什 么 热 爱 ？ 原 因 是 什
么？——这里考验考生的独特
选材能力，要考虑如何通过具体
的对象来呈现和支撑这个“热
爱”的成立。

其次，立意上要有正确的价

值 取 向 。
“热爱”这
一 关 键
词，让此次作文的立意更倾向于
积极的、正能量的，从中学生的
角度看，可以是一些生活中导向
学生求真、向善、向美的人、物、
事，也可以是一些可构成宏大抒
情主体的国家、民族、故乡等宽
泛概念。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作
文潜在地考察了作为“我”这一
作者的价值观取向问题，即在具
体的作文过程中，它应该有一个
从“它表现如何”，进而转进到

“我去热爱它”这一个因果升华
的过程，而最终则因这个“热爱
的对象”折射出——“我”作为热
爱它的主体所持有的价值立场
和精神高度。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近年的广州中考作文题目都
注重从“我”字出发探索思考，让
考生进行自我觉知、认知，这是一
个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而“如此地热爱”题目部分，
让我感受到了对于积极生活的
热情和向往，让考生更关注于自
身心之所向。人这一生，要知道
自己所热爱的是什么，然后朝着
这个方向去努力。有位诗人写

道“人生
的 美 好
源 自 生
活的多彩，而生活的多彩源自我
们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可以热爱一花一木、一
山一水，我们可以热爱家人、热
爱生活、热爱祖国，我们可以热
爱那最美好的自己。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