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方全力护航 高考顺利无忧

寄宿学校精心护送 学子安心赴考

家长红装助威 祈愿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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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许，瑞安十中考点外，护考警力

早早到位，交警们正在现场维护秩序，

确保考点周边的交通顺畅。据瑞安公

安交警大队机动中队民警胡洲统介绍，

该考点外投入了二三十名警力，其中有

一部分巡逻警力分散在周边，随时赶赴

拥堵现场疏导交通。上午整体交通情

况良好。

高考期间，瑞安公安部门加强了对

考点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工作，确保

考生能够顺利抵达考场。同时，他们还

设置了高考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

咨询和服务。此外，增派的警力还强化

了对易堵路段的指挥疏导，全力保障运

送考生车辆的安全通行。

8时许，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出租车

行业协会联合开展的 2024 年高考“爱

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来自我市出租

车行业的 50 辆“爱心送考”出租车为高

考考生免费提供接送服务。据悉，今年

是我市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第

20 个 年 头 ，已 累 计 接 送 考 生 及 家 长

46457 人次。自 6 月 7 日开始，“爱心送

考”出租车在瑞安中学、瑞安十中、瑞安

四中、职业中专 4 个考点驻点，为考生

和 家 长 提 供 为 期 4 天 的 免 费 乘 车 服

务。考生只需出示准考证，就可以乘坐

贴有“爱心送考车”标志的送考直通车。

除了出租车行业外，瑞安还有 100

多名爱心车主依照安排前往辰茂阳光

大酒店、瑞丰大酒店、银城宾馆等酒店

宾馆接考生顺利赶赴考场，为考生们营

造更优良的应考环境，助力他们在考场

上发挥出最优水平。

除了交通保障外，在考点外还能看

到许多志愿者忙碌的身影。8 时许，在

瑞安中学考点的志愿服务点，10多名身

穿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把一瓶瓶矿泉

水递给进场考生，提醒考生检查身份

证、准考证等考试证件，并给他们送去

祝福。据悉，今年高考团市委组织开展

了 2024 年 瑞 安 市“12355 向 阳 花 开

——助力中高考”志愿服务活动，百余

名青年志愿者开启“助考模式”，加入护

航高考的队伍中，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用暖心“志愿红”助力考生圆梦。

■谢畅（温州市教坛新锐，瑞安市第十中学高
三语文骨干教师）

2024 新课标Ⅰ卷命制了一道材料极简的思

辨性作文。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提炼出审题关键

词——

大背景：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

核心关键词：问题/答案

隐含主体：“人工智能”/“我们”

语料部分的第一层次，把背景设置为“互联网

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旨在引导学生关注生

活中的技术发展。第二层级将“新技术可能造成

的利弊影响”这一大的话题收缩为小切口“问题”

和“答案”。“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

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答案”即问题的解

答上；“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这里的“我

们”既可以指向和“人工智能”作为对立概念的

“人类”群体，也指向写作者的青少年身份。“问题

是否越来越少”可以从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两个角

度来思考，人工智能解答问题，其核心是通过算

法进行数据检索和枚举，哪怕看似人性化的回

答，依然是对人类认知的功能性模拟，不涉及创

造性思维；而人提出问题，可能有浅有深，其中深

层次、开放性、创造性的提问，往往是机器无法取

代的。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和问题同在。

围绕上述关键词，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联

想和思考。譬如，“人工智能”能回答的“问题”和

“人”会提出的“问题”，其概念特征一致吗？在

“提问”“回答”的过程中，“人”和“人工智能”所起

作用和底层思维逻辑有无差异？具有主观能动性

的“人”和作为工具的“AI”，其本质区别是什么？

人工智能极大降低获取答案的难度，对人类深入

思考问题是利是弊？问题思维对于人尤其是青少

年，其价值何在？诸如此类的追问，都可以将文

本推向思考的深处。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

较强的思辨性，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和发挥

余地，期待考生们佳作频出！

（记者 林勇）

2024年高考，我市近万学子追梦
■记者 孙文静 王晓阳 潘益慧 潘鹏程 通讯员 周永革

6月7日，全市9961名学子怀揣梦想和希望，纷纷步入考场，迎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检阅。据悉，今年我市普通高校报考人数为6978人，较

去年减少 115 人；参加单独考试 2983 人，较去年增加 571 人。全市共设 8 个考点、336 个试场，考点分别在瑞安中学、市第二中学、塘下中学、市

第四中学、市第十中学、安阳高级中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单独考试考点设瑞安中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

在舒适的阴天与微风中，考生们

迎来了高考的首日。7 时 30 分，瑞安

十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学子们纷

纷步入考场，开启他们人生中的“高考

时间”。

考点外，家长们成了最亮丽的风景

线。有人身着红色旗袍寓意着“旗开得

胜”，在绿荫的掩映下，那一抹抹红色显

得格外明艳。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相

机，捕捉着孩子们走进考场的瞬间，那

些或紧张或自信的脸庞，都成为他们心

中永恒的珍藏。

徐荣夫妇，这对来自广西的淳朴夫

妻，特意换上了红色的“助力”T恤，为儿

子加油打气。他们平时生活节俭，很少

请假，这次却毫不犹豫请了3天假，虽然

要被扣一千多元的工资，但他们还是选

择请假来到考场外，只为给儿子最坚定

的支持。他们站在人群中，目光紧紧锁

定着儿子，眼中满是对他的期待和祝

福。徐荣说：“这样心里踏实点，不想错

过儿子这场重要的人生大考。”

陈芳和丈夫成为了全场最有仪式

感的家长。陈芳身着红色旗袍，优雅

而自信；丈夫则穿着印有“满分”字样

的红 T 恤，手中举着一朵盛开的针织

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两夫妻

平时忙于工作，儿子的高中生活大多

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但他们的儿子

成绩优异，让他们倍感骄傲。陈芳说：

“向日葵就像我儿子一样，每天努力生

长，我相信他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祝愿他取得好成绩。”

“加油！稳定发挥！”“全力以赴，高

考必胜！”⋯⋯8 时许，12 辆载着瑞安市

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考生的大巴车缓

缓停在安阳高级中学考点门口。考生

们依次下车，与班主任一一握手击掌，

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自信。他们

或互相拥抱加油鼓劲、或与领队老师合

影留念，还有的同学席地而坐，抓紧时

间再翻翻资料。这一刻，他们仿佛已经

忘记了紧张和压力，只剩下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和期待。

新纪元高中校长夏克链站在考点

外，目送着每一位考生步入考场。他介

绍，该校今年有近 600 名考生参加高

考。为了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学校早

在开考前几天就安排人员多次踩点，测

算距离和时间，确保接送环节万无一

失。高考期间，学校不仅全程接送考

生，还指派了专职心理教师随队陪伴，

为考生们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随车

教师也会在考点外守候，等待考试结

束，为考生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今年高考作文怎么写？

瑞安名师解析来了！

2024新课标Ⅰ卷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

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

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800字。

6 月 7 日上午，我市 9961 名学子怀揣梦想和希

望，纷纷步入高考考场，迎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检

阅。11 时 30 分，随着 2024 年高考第一场语文考试

结束，高考作文题目出炉！市融媒体中心邀请我市

两位高中名师，对高考作文进行了解析。

■王锦（温州市教坛新秀，瑞安中学高三语文骨
干教师）

科技背景下的真实思考

写作的意义在于激发写作者的创作热情，激

活写作者的内在思维，唤醒写作者的责任意识。

2024 年新课标Ⅰ卷的作文题旨在引导学生

在科技的背景下展开真实的思考，在科技狂飙突

进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葆有自主的问题意识，

维护人之为人的性灵，而不沦为搜索工具的附

庸。从“有事问百度”到提问“文心一言”、呼唤

“Siri”，“提问—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快速得到

答案”这种模式已经切实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

在试图重新建构我们的思维方式。题目中最后

的问句可谓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同时也是我们思

辨的锚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问题是否会

越来越少？

问句的模式给学生带来更为广阔的思考空

间，“是”或“否”只是决定了我们的立场，而非思

维的广度与深度。我们需要在表明立场之后，进

一步延展与纵深自我的思维，比如“越来越少的

问题”是否意味着人类自主思考能力的削弱，而

这种削弱是否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那么，

人该如何面对科技对“人”这一主体的侵蚀与异

化呢？又比如“问题并非越来越少”，快捷地获取

答案，技术工具的便捷性是否给人的自我发展留

出更为广博的探索空间，从而让人们的疑问从浅

层向深层跃升，从单一向多维发散。技术工具带

来获取答案的便捷性，某种程度上也在促进人的

思维更新迭代，询问、质疑、批判、整合、优化，我

们的思维从来不仅仅指向单一向度的答案。

“我思，故我在”的意义在于我们永远向着那

些未知与无解进行艰难地跋涉，如谜般“无解”的

人生、浩瀚“无穷”的宇宙、深邃“不可测”的心灵，

正是在不断地质询、思考、再提问中，我们才能悦

纳每一种人生可能，才能窥见人类的有限性，才

能懂得人性的幽微与博大。

虽是考场作文，但我想，写作仍然是一次思

维的锻炼，让我们在质疑与批判中审视自我，在

认可与赞同中理解自我，在整合与优化中形塑自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