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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凌漪 李志峰
见习记者 云钰

6月7日是重庆市2022年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
考”）第一天，总体上看，高考进行得
平稳安全有序。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称，
2022年全市报名总人数31.4万人，
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
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残疾单招等
不参加高考的考生外，实际参加高
考人数为18.4万人。

共设39个考区103个
考点6231个考场

今年，重庆高考依然实行“3+
1+2”模式，“3”指全国统一考试语
文、数学、外语3科，“1”指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首选科目1
科，“2”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
性考试再选科目2科。在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中，物理、历史
为首选科目，考生只能且必须选择
其中1科报考；思想政治、地理、化
学、生物学4科为再选科目，考生只
能且必须选择其中2科报考。考试

时间安排在6月7日至9日，总分满
分为750分。

来自市教育考试院数据显示，
全市共设考区39个、考点103个、
考场6231个、备用隔离考场659个。

考前，市教委组织12个检查
组，对39个考区、103个考点进行
了全覆盖、拉网式检查，确保平安高
考。在考务组织上，严把试卷保密
关、培训教育关、设施设备检查关、
入场检查关、考场监考关、听力播放
关、试卷回收关和考前检查关，确保
考试有序实施。

高考期间，我市从在渝高校、市
教育考试院选派了103名工作人
员，分赴各考区各考点进行全覆盖
全流程督考，并安排专门工作组通
过市级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平台
及电子监控系统，对各考点、考场考
试实施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考生入场查验“两码
一证明”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下，今年重庆高考组考防疫工作更
加细致，努力实现健康高考。

6月7日早上7点半，记者在育

才中学考点看到，学校门口设置了
独立入校考生，集体带队入校考生，
传染病、发热等特殊类型考生3个
通道。

快 8 点时，考生陆续进入考
点。他们拿着准考证、身份证，并向
学校工作人员出示提前打印好的

“两码一证明”后，有序通过实时体
温检测通道进入校园。

据育才中学艺体中心主任邹娟
介绍，学校已提前两天完成了对所
有考生和考点涉考人员的全员核酸
检测。

据了解，市教育考试院提前发
布了《重庆市2022年普通高考疫情
防控须知》，加强对考生的健康状况
排查，“点对点”做好我市滞留市外
考生和市外滞留我市考生的摸排和
返回报考地的动态跟踪工作。

根据考生排查情况，我市分类
制定组考防疫工作方案，确保“应考
尽考”；各考区至少设置1个备用考
点，全市共设备用考点59个，并做好
人员、物资等准备；考生入场时须查
验“两码一证明”，严格落实入场测
温、考场消毒、通风、保持间距等措
施。

相关部门为考生提供
周到服务

今年，我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为广大考生提供周到服务，确保温
馨高考。

6月7日一早，记者在沙坪坝区
各考点重点路段看到，交警们正在
疏导交通，为高考送考车辆开辟“绿
色通道”，让考生们能准时参考。

沙坪坝区城管执法支队二大队
在重庆一中、重庆三中、重庆七中考
场外，均设立了“护学岗”，免费为考
生及家长提供休息、救助服务。

在渝中区的巴蜀中学考点外，
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设立了
便民服务台，向考生免费提供铅笔、
橡皮擦、防暑解暑药品等，以备考生
不时之需。

重庆武隆中学还为任同学设置
了一个人的考场。任同学的父亲任
胡权说，高考前几日，儿子患上水痘，

“我又怕传染给其他人，又担心孩子
错过高考。”于是，他赶紧联系学校，
学校立即向区教委进行报备，并对任
同学如何进入与离开考场提前进行
演练，确保该名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高考第一天 总体平稳安全有序

□本报记者 张凌漪

“警官，孩子考前骨折了，行动不便，你能帮帮她吗？”
6月7日上午8点左右，渝中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三人快
处小组的曹智勇、李林、陈小龙正在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校考点外执勤，突然接到一位老人求助。

民警们循声望去，只见考生小陈坐在旁边花台上，左
小腿缠着绷带，旁边放着一副拐杖。经询问，小陈是一名
体育生，一周前，她在参加足球训练时不慎骨折，短时间
内无法行走，稍微一动就疼痛难忍。即使这样，小陈仍坚
持拄着拐杖，在奶奶的搀扶下来到考点。

“快，上来，我背你！”曹智勇毫不迟疑地说，李林、
陈小龙二人也赶紧上来帮忙，一人拿着拐杖，一人拿着
准考证等考试用具，同时在背后扶着女生一起向学校
走去。

二十九中考点外是一处坡度约40度、长约100米的
陡坡，3位民警合力，很快将小陈背进了考点。

见此温暖一幕，考场内外响起了同学和老师们鼓励
的掌声。民警也不断安抚小陈，为她加油。“太感谢了，谢
谢你们的暖心帮助！”小陈的奶奶激动不已，连连鞠躬致
谢。

曹智勇表示，接下来的考试中，他和同事们会主动承
担起接送考的任务，帮助小陈顺利应考。

高考首日，类似一幕也在巴蜀中学考点上演。7日
下午5点过，待其他考生离场后，在现场执勤的渝中区公
安分局大溪沟派出所民警李培林、李勇等4人来到3楼
一间考场内，缓缓将坐着轮椅的考生小蒋从3楼抬至1
楼，然后再推出考场。

据了解，一周前，小蒋在操场活动时不慎扭伤脚踝。
6日，巴蜀中学保卫科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与渝中区公
安分局大溪沟派出所联系，派出所立即商量好相关方
案。7日，小蒋在父亲的护送下来到巴蜀中学，到达考点
后，民警将他一路护送进考场，确保其准时参考。

“感谢你们，让孩子能够以好的状态参加这人生中最
重要的考试。”小蒋父亲激动地说。

暖心
民警护送受伤考生

□本报记者 李志峰 张凌漪 见习记者 云钰

6月7日，2022年高考拉开帷幕。在这场“大考”中，
父母和老师虽然身处考场外，但他们仍以各种方式继续
做着考生们最坚强的“后盾”。

早上8点过，在沙坪坝区重庆一中考点，送考的老师
们穿着印有“金榜题名”等吉祥语的文化衫，为学生们送
上祝福。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位考生父亲身着背后写有“满
分”字样的T恤，引来不少家长和他合照，大家都期待自
己的孩子能在考场上考出理想成绩。

在育才中学考点，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今天早上出发
前，他给儿子发了100元的红包，祝他百发百中，高考顺
利。

人群中，几名育才中学2021届毕业生举着“锦鲤附
身，逢考必过”“高考冲刺，分秒必争”的标语牌，赶来为学
弟学妹们鼓劲加油。

“今朝露锋芒，在家考怕啥！”在南开中学考点，横幅
上的加油口号很是特别。为了记录下人生中这一重要时
刻，来得早的家长还和孩子们在学校大门口合影留念。
在孩子进入考场前，家长们有的与孩子击掌，有的送上一
个温暖的拥抱，以此给孩子加油鼓劲。

进入考场，考生们奋笔疾书。走出考场，他们脸上洋溢
着自信的微笑。

7日上午的语文科目一考完，重庆一中学生朱嫣瑾
率先跑出考场。对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来说，好像是
完成一个仪式。她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不是很自信，
都不敢想象自己会有勇气第一个走出考场。但今天我
暗暗给自己打气，成了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人，我想锻炼
自己，也想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朱嫣瑾还大方给其
他考生们加油：“希望我们今年都能考出比自己预想更
好的成绩。”

下午的数学考试结束后。考生们普遍反映，考题计
算量比较大，选择题、填空题就耗费不少时间。

“不管考得怎么样，我们都不问。”第一天的考试结束
后，陪考的家长都很有默契地表示，他们只需要给孩子鼓
励，带孩子赶紧回家休息，好好准备下一场考试。

祝福
陪考团花式助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2022 年高考于 7 日拉开帷
幕。7日上午举行的高考语文考试
共有7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
试院共命制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
高考I卷、新高考II卷4套，北京、天
津、浙江自主命题3套。

从今年的作文题中，能读出哪些
考查重点与教育风向？“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有哪些命题关键词？

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围绕时
代奋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高考作文题多次直面时代重大
事件。今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等
主题进入命题视野。

专家认为，近几年作文考题的
一大趋势，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与
现实生活，且结合得越来越巧妙。
学生关注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动态，
就会有更多发挥空间。

有的作文题目更强调结合个人
体验书写对生活的感悟。比如，天
津卷的“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
景”，全国新高考Ⅰ卷着眼围棋中

“本手、妙手、俗手”的启示意义等。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材

料强调“本手”的“合乎棋理”和“功
夫扎实”“理解深刻”，意在启示一线
师生，基础不是知识的简单记忆，不
是技能的机械训练，而是对基本概
念和规律的掌握融通，阐明目标远
大和磨砺功夫、基础扎实和创新创
造的辩证关系，引导学生遵循认知
与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守正而后
创新。

此外，对经典与传统的重视也
充分体现在高考作文中。全国甲卷

以《红楼梦》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为材料，请学生结合学习和生活经
验写一篇文章。北京卷的“学习今
说”，也从古人的“学不可以已”谈
起，思考现在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
的异同之处。

侧重考查哪些能力？

如何具备家国视野与时代精
神，已成为青年一代的必答题。

“共青团成立百年是今年的热
点话题，这种出题思路对高中生关
注时事能起到引导作用。”辽宁省特
级教师赵志彦说，作文题目强调青
年人的使命和担当，学生的理想信
念、爱国主义、奋斗精神，这也一直
是平时学校教育、语文教学等关注
的重点。

逻辑思辨与表达能力依然是考
查重点，且难度有所提高。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
师曾一鸣说，近几年，作文题的哲理
意蕴加深，更加强调对学生语文素
养、综合表达等能力的考查。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
院长夏冬梅说，语文作为一门综合
性、实践性课程，应着力在教学实践
中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思维能力，将培育核心素养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

同时，对人文知识的考查，也进
一步从熟悉背诵向灵活运用转变。

曾一鸣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

查经典与文化，比如《红楼梦》这个
题目，如果对古典文化知识掌握得
比较好，就会更充分理解和分析材
料，表达得更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
说，全国新高考II卷作文题中，“科
技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精神”是材
料隐含的关键词。自命题作文能考
查出学生的思想深度，更为作文素
养好、阅读底蕴厚、思辨能力强的学
生提供多元的思维空间，凸显语文
学科的育人价值，真正考查学生的
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

透露语文教育哪些趋势？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说，
梳理近6年的课标卷作文题目不难
发现，家国情怀、时代精神、生活哲
理、文化传承等主题反复出现，“这
些均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
思想基础”。

——学会书写时代与国家主
题。

引导学生更加关心时政是近年
来的命题趋势。高考作文如同社会
微缩景观，映照出鲜明的时代图景。

如近年来的北京卷作文题，更
加强调青年与时代家国的联系。这
一趋势旨在引导学生更多从“小我”
的世界中走出，扩展家国视野、思考
时代命题。

——懂得传统与现代融合。
不难看出，作文题也更加重视

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从取材
古代文化典籍到对历史人物的不同
评骘，这些题目要求学生深化对中
华文化精神内核的领悟，而非停留
于浅层论述。

专家表示，这要求学生既要品
经典、咀英华，又要保持开放性，于
感悟中传承与弘扬。

——具备一定思辨能力。
近年来高考作文中思辨与说理

的比重在增加。如“幸存者偏差”
“物各有性”“得与失”等题目，都在
强调哲学思辨与多维视角。2020
年的11道作文题中，至少有4道与
思辨有关。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认为，一方面，材料作文在
命题上逐年成熟；另一方面，给定
材料的范围在不断扩展，为学生进
行思辨和表达提供了更充分的空
间。学生应在平时学习中培养开
放性思维，独立思考，建立观点，敢
于质疑。

——拥有丰富真挚的情感。
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的王大绩认

为，写作考查作文，更考查做人。能
够打动阅卷人的往往是能写好熟悉
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的作文。“一篇
作文要想获得阅读者的青睐，总要
让人获得一点儿知识、思想、启发、
愉悦、美感……”王大绩说。

（记者舒静、胡浩、宋佳、王莹、
郑天虹）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高考作文题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一举夺“葵”加油鼓劲

有序入场
胸有成竹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 龙帆 记者 郑宇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