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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解析]

一大早，普陀区曹杨二中的
考点外就陆续有考生到达。在候
考时，有的学生选择翻看着复习
资料，静静等待；有的学生则三五
成群和相熟的同学、老师聊天，放
松心情。记者注意到，送考的队
伍中，不少家长心态都比较平稳，
穿旗袍送考的家长并不多，老师
们的送考服也大多只是红色T恤。

在送考队伍中，上海大学数
学专业的小余非常显眼，他是曹
杨中学2021届毕业生，已经连续
三年与母校老师一起为学弟学妹
们送考。“今年送考的老师正好是
我们那一届的老师。”小余说，高
中母校的老师都非常好，自己对
母校的感情也很深，所以毕业后
就加入了老师们的送考队伍，每
年和他们一起送考，“春考也送。”

作为高考“过来人”，小余为
送考做了充分准备，除了穿着写
有“试不可挡”的红色T恤，还背
了一个印有“高考必胜”“锦鲤附
体”的红色单肩包，里面装了各种
考生可能会用到的物品，堪称“后
勤保障包”。“今年高考恰好遇到
端午小长假，所以我还准备了一
个粽子形状的香囊，寓意大家都

‘高中’。”小余坦言，每年来送考，
除了可以为学弟学妹们加油打
气，也是一次和母校老师见面、沟
通交流的机会。

今年在曹杨二中考点高考的
学生来自曹杨中学、甘泉外国语
中学、安生学校等多所学校，为了
给学生加油，有的送考老师还准
备定胜糕等寓意美好的小礼物。

“计算机不能带进去！”随着
考生开始进入考点，工作人员在
入口处不时做着提醒，而老师、家
长们也把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
鼓励，目送孩子走向人生重要考
场。“慢慢写，不着急！”“耐心，仔
细！”有的老师做着最后的提醒。

静安区市西中学考点也是秩
序井然，民立中学、市一中学、上
戏附中等学校的老师一大早就在
考点门口等候学生，上戏附中的
老师们还统一穿了红色的送考
服。“好运！”“加油！”老师们一边
和学生击掌一边为他们鼓劲，而
学生们也都比较淡定。

看着孩子即将奔赴考场，有
的家长难掩内心情绪。在市西中
学考点，一位家长与孩子拥抱时
情绪激动，差点哽咽。而在曹杨

二中考点，目送儿子走进考点的
刘女士也忍不住内心的感慨与感
动，红了眼眶。

刘女士说，儿子的理想学校
是同济大学，虽然实力上可能还
有点差距，但他一直在为这个目
标努力，“我想对儿子和参加高考
的每一个孩子说，保持一颗平常
心，从容应考，答对的每一题、得
到的每一分，都是为了将来遇见
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加油！”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 11:30，随着
语文科目考试结束，2024年高
考作文题也正式出炉。今年上
海高考作文题是：生活中，人们
常用认可度判别事物，区分高
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

“认可度”的认识和思考。
这个作文题目该怎么写？

写作中应注意哪些方面？多位
教育人士进行了解析。

松江区教育学院正高级教
师陈赣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
对学生而言感觉亲切，贴近学
生的生活经验。每个人可能都
会在日常生活中以“认可度”评
判事物，学生在写作中入题快，
有话可说，能写出自己的内
容。同时，题目开放性较大，围
绕“认可度”谈思考，可以从认
可度的概念、内涵、外延形成的
过程进行判断，也可以进行思
辨思考，“认可度”可以是理性
的也可以是感性的，可以在历
史语境中作分析，也可以在现
实问题中做判断，也可以将“认
可度”作为评判事物的根据，既
可以是大众意志，也可以是局
限性的。

在陈赣看来，这个作文题
目有利于学生的精神成长，很
短时间内让学生思考认可度对
判别事物的方向，在此过程中
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
准体系，对学生一生的成长意

义很大，学生写完作文的过程
也是精神成长的过程。

“能否被他人认可或者认
可他人，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问题。”看到今年的上海高考语
文作文题目，上海师范大学中
文系教授郑桂华最直接的感受
也是题目贴近考生的生活。她
认为，这个题目引导学生凝练、
反思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
验，唤醒学生展开思考，并从写
作中获得成长。

郑桂华坦言，这个题目服
务于高考对人才选拔的要求，
让学生充分发挥写作水平，提
高思维能力。而高考也是对
语文教学的检验和呼应，今年
的高考作文题回应了教材中
若干个写作任务，引导学生辨
析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概念，以
及认识世界的工具。她表示，
高考既是作答的过程，也是学
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不论是自
己对别人的认可还是他人对
自己的认可，都有较大的思辨
空间。

上海市特级教师、全国优
秀语文教师沈红旗认为，高考
不同于一般的检测，对其试题
质量的评价考量，公平公正永
远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今年
的命题者停止了饶舌，把更多
发挥的空间留给了考生，“这一
命题对考生是相当友善的，它
相当于发出了一次优雅的邀
请，引领考生进行一次穿越时
空的对话，而对话的空间是巨
大的，充满了诸多的可能性。”

沈红旗认为，综观全国高
考的六张试卷，作文命题共性
明显。一是题干普遍趋向简
洁，上海最短，只有18个字，新
课标II卷最长，也不过100字左
右。二是主要关注两大话题，
第一是人际之间的评价交流，
如全国甲卷的“坦诚交流”、天
津卷的“被定义”、上海卷的“认
可度”、北京卷微写作的“点
赞”；第二是关于教育的思考，
如新课标I卷的“问题”、新课标
II卷的“不断抵达未知之境”、北
京卷对“历久弥新”和“打开”的
思考等。

6月7日，2024年高考大幕拉

开，在高考作文这道祖国出的思

考题面前，千万考生激扬文字、

策论古今。

随着网络的普及、AI的应用，

我们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少？“嫦

娥”落月背、“天问”探深空，引发

你怎样的联想？经典常读常新，

思想常用常新，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历久弥新的奥妙何在？缤纷世

界中，如何在“被定义”与“自定

义”间取舍？年轻的心对“认可

度”有何种认识与思考……

如果我们把高考看作从少

年到青年的一次面试，今年的面

试官无疑是想看看这届年轻人

视野的广度、思维的深度、思想

的锐度。起笔时风云际会、运笔

间思接千古、落笔处青春锦绣，

这样的你才堪当时代大任。

高考是一次人生的淬炼、成

长的指引。身处科技革命浪潮

中的你，是否知道技术再进步，

也得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中寻

访新的灵感；能否在文明和文明

的坦诚对话中产生新的思考；有

没有勇气用脚去丈量生活；是否

懂得好的提问比答案更重要，寻

找真理的过程有时比获得真理更

令人沉醉？

脚踏万里河山、背靠千载文

脉，那里有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

光，有殷墟甲骨、《兰亭集序》的勾

折转化，有唐诗宋词的抑扬顿挫，

有二十四史的荡气回肠……你可

曾把它们写进长河落日，写进春

雨江南，写进雪域高原？

笔尖过处是千万颗青春澎湃

的心对盛世中国的万千挚爱。千

言万语汇聚起来是汹涌的青春巨

浪，是澎湃的进步潮涌。多年以

后，当你越过山丘，回首这篇习

作，你也许会觉得青涩，但每个字

都是青春的吉光片羽。

“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一百多年前振聋发聩的回

答，如今众多高考学子，还将继

续自己的求知生涯。不论走到

哪里、走得多远，都要牢记，把汗

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上。詹天佑、

钱学森、袁隆平……无数先贤做

出的选择，是我们继续前行的路

标与航向。

奋进，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是

一代代中国人的担当。而今，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上没有

躺赢的捷径，也没有白流的汗

水。新时代的每一次脉搏都是召

唤你扛起使命出发的号令。

年轻人，把你今日诉诸笔端

的那份豪迈记在心间，日后还要

扛在肩头，行于脚下。万里山河

定当还你一片锦绣前程！

据新华社电

■评论 落笔处青春锦绣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全市5.4万名考生昨日奔赴高考考场

贴近学生生活 凸显思辨特点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试锋芒。昨天上午，2024年高考正式开考，
上海全市约5.4万名考生从容奔赴考场，为青春逐梦。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今年全市设19个考区、111个考点、2100余个考场。截至上午11:30，首场
语文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考生奔赴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