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21日 星期五

校园内外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晓云 冯思佳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jyb@163.com 7

今年高考作文，要从什么角度切入答题比较好？近
日，记者采访了漳州一中语文教师兰青。

在兰青老师看来，2024年高考全国新课标 I卷作文
试题展现了时代性强、思辨性高的特点。本题材料由两
句话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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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的这句话，立足于科技发展应
用这一现实大背景，符合互联网时代下，学生日常获取信
息的习惯。而“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则引导学生
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充分思考。

那么，考生要如何作答比较好呢？
兰青老师认为，可以从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类型的问题，这个角度切入。结合日常“遇事不决问搜
索”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迅速得到
答案的，往往是知识性、记忆性的浅表问题。“人工智能信
息爆炸的当下，为人们信息检索、信息整理等方面的工作
提供了便利。获得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等同于增加
人生的智慧与知识呢？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兰青老师说，显而易见，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兰青老师建议考生可以从：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并非
恒定总量，这个议题展开议论。具体探讨方向可以是：当
人类打开一个新领域大门，恰恰需要面对更多新问题，也
正是这些新问题，促使人类前行。真正能够指导人们探
索世界的，不是简单的重复性、浅表性、记忆性的答案，而
是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独立思维。再者，除了对自然
界、社会历史的疑问之外，人们更有对于人生问题的疑
惑，这类问题没有一锤定音的标准答案，需要切实的生命
体验与感悟，无法从人工智能处得到圆满答案。

考生还可以从：利用人工智能这一工具解决问题，是否
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呢？这个方向展开讨论。例如，信息获
取的便捷性是否减少了人们的思考；如何在信息时代保持
独立思考；如何保持认知世界的热情；未来世界中如何与人
工智能共处。“总结而言，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必定深远，
但它不能使世界祛魅。”在兰青老师看来，新课标I卷作文试
题亲和力强，紧贴学生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在科技创新时
代，进行更深度的人文思考。

☉本报记者 陈慧慧

今年高考作文解析——

在科技创新中进行深度人文思考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林秋林认为，

2024 年新高考数学Ⅰ卷持续深化考试内容改革，考主
干、考能力、考素养，重思维、重创新、重应用，突出考查思
维过程、思维方法和创新能力。在突出对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方法考查的同时，突出对
数学素养的考查，展现了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体现高考改革要求。

林秋林分析，2024年新高考数学Ⅰ卷的命题风格延
续了 2024年 1月份九省联考的风格，打破以往的命题模
式，灵活、科学地确定试题的内容和顺序。如将解析几何
试题安排在解答题的第2题，数列内容则结合新情境，安
排在最后压轴题的位置，概率统计内容甚至不考解答题，
这将有效地遏制了今后猜题押题、题海战术的蔓延。整
份试卷淡化解题技巧，注重通性通法，题目设置层次递进
有序，难度结构合理，大部分为常规题目。

“中低难度的题目平和清新，重点突出。如单选题
1-7题，多选题 9、10题，填空题 12、13题，解答题 15-17
题，这些题（约 100 分）只要掌握基本概念、基本思想方

法，结合常规计算就能解决。这些题型在高三备考时无
需多刷题训练就能得分，这对普及数学教育能起到很好
的促进作用，能让考生都有信心，数学是能学会的。”林秋
林说，“高难度的题目不偏不怪，中规中矩，体现了良好的
区分性。如第 8、11、14、18、19，这些题（约 50分）需要考
生灵活运用数学工具去分析、解决问题，综合考查考生的
逻辑推理能力，对考生运用所学知识找到合理的解题策
略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强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
质等方面的考查力度，突出了选拔功能。这些题型则让
全国人民知道想学好数学也是不容易的。”

在林秋林看来，2024年新高考数学Ⅰ卷践行《中国
高考评价体系》提出的命题理念，严格依据《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中提出的处理好考试时间和题量的关系，给学生
充足的思考时间，适度增加试题的思维量等命题原则的
要求，助推高考内容和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该试卷充分
发挥着育人功能和正向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中学
数学教学，助力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高考数学科考题分析——

聚焦学科素养 紧扣课程标准

“在照护过程中,要真正从老人需求出发，以老人为中心，
体现精心呵护。”6月 14日下午 3时许，在漳州芗城正福医院
里，高新职业技术职业学校老人服务与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
沈仪玲，在带教老师卢思榕的带领下，巡查完分管楼层的每个
房间后，为自己负责的14位老人们打好开水。还有一个星期
沈仪玲要结束为期十个月的实习了。“想到就要和这里的爷
爷、奶奶们告别了，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沈仪玲说。

出生于 2005年的沈仪玲来自诏安，填报中考志愿时，她
与家人商议后，报考了老人服务与管理专业。“当初主要考虑
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养老护理员，今后就业应该不愁。”沈仪玲
表示，通过近三年学习，自己掌握了许多照护老人的技能，在
实习期间都派上了用场。最令自己开心的是在实习过程中，
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人们在得到照护后，发
自内心的笑容，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很有意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
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人，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人
社部新近发布的健康照护师新职业，面临着很大的就业缺口。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老人，都需要懂护理的人才来做
一些辅助的工作，专业机构养老和无陪护病房，都需要专业的
健康护理师。”漳州市正兴养护院副院长林清惠分析，目前养
老照护人才紧缺，随着银发时代的到来，养老护理服务需求愈
加旺盛，迫切需要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只要掌握健康护理
的专业知识，薪资水平还是不错的，一旦成为护理老人的专业
人才，就会成为“香饽饽”。

与沈仪玲一起在此实习的还有张淑如、庄景兴等11位同
班同学。谈及实习的收获，两位同学的语气里也一样充满了自
信。“能熟练为生病的老人做‘喂鼻饲’，我觉得是战胜了自己。”
张淑如告诉记者，这项护理在特殊情况下人工把胃管经鼻腔置
入食道中，其难度在于容易发生食管反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
观摩学习，最后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这项操作，真正体
会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作为一名男生，庄景兴则表示自己
在健康照护方面会有更多的优势。“实习期间，我们需检验自己
在学校学习的‘老人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等实践应用。尤
其是在老人需要转病房时，男生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养老照护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林清惠认为，从
事养老照护的人员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还要在服务的过程中训练自己的亲
和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老人，需要注重情感表达。“比如，一句很简单的问候

‘奶奶，你今天睡得还好吗’，能很快拉近与老人之间的距离。”在她看来，这批
中专学校的老人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同学，业务能力都不错。令人欣喜的是，他
们都取得了大学的录取资格，假以时日，等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如果想回到家
乡就业，肯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对于照顾老人，有些学生一开始不大接受，怕脏怕累，但学生们到养老机
构实习后，都感觉收获很大，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漳州高新职业技术学校医
学护理系庄惠珠主任介绍，近年来，愿意报考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同学越
来越多。学校招收的第一届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通过学业水平考试，
于今年 4月陆续被福建省各高等院校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录取，
包括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泉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等，大学上线率达到 90%。随着国家对健康养老行业的扶持政策力
度加大，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对该行业就业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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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毕业，漳州第一外国语学校
高三（1）班的同学收到了蔡园老师亲
手制作的礼物——一只可爱的小
熊。每只小熊的衣领处都印着同学
的姓名，这份毕业礼物便成了每个同

学的“独家专属”。
“我想设计一个小礼物，既能承

载母校、老师的祝愿，也可以与毕业
生们结伴前行。”学生即将毕业，蔡园
一直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蔡园说，

相逢总是猝不及防，离别就这样“蓄
谋已久”。作为班主任，见证孩子们从
中考归来的懵懂少年，成长为风华正
茂的十八岁青年。经历了三年的勤勉
求学，攻坚备考，磨砺考验，同学们即
将踏上另一段人生旅程。“毕业”绝不
只是整装离场，而应是满载前行。

蔡园告诉记者，高一分班的时
候，她和同学们“脑洞大开”后设计的
印有全班同学头像的卡通杯子，就受
到同学们的喜欢。“礼物既要轻巧又
需有趣味，这次设计的这只小熊，头
顶学士帽，为了祝贺同学们高中生涯
顺利落幕，帽上的流苏表达‘麦穗’成
熟，同学们修完学业；小熊领巾的正
中心刻印着母校漳州八中的校徽，寓
意‘天涯海角他乡处，母校八中心里
留’。”蔡园表示，该礼物代表着班级
老师们对同学们的殷切嘱托，希望同
学们在母校“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

校训精神领航下，心中有方向，脚下
更有力量。无论岁月如何流转，世事
如何变迁，同学们依然要做自己的坚
守者，成为独一无二的真实的自己。

收到这份“有备而来”的惊喜礼
物，同学们表示很贴心、很感动。高
三（1）班詹娜琼同学表示，她会把这
只小熊放在自己大学报到时的行李
箱里，以此，作为一种念想，成为一种
激励。看到它就想起在学校奋斗三
年的青葱岁月，也能不断提醒她向更
加优秀的自己迈进。和她一样开心
的还有陈明杰同学，他表示，即将离
开奋战三年的母校，内心有说不出的
感慨和情绪。自己会铭记母校和老
师们的栽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力争为母校争光。期待不久后的高
考放榜时刻，希望可以交给母校、班
级和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近日，厦大附中学子隔空喊话送祝福
的“帖子”在朋友圈里再次刷屏了。因为
高中布置为高考考场，高三学生借用部分
七八年级教室自习。当高三学生进入教
室，发现桌子上和黑板上满是学弟学妹们
的祝福语，还有用心安排的小零食。高考
散去，高三学长学姐们也留下满黑板感谢
和鼓励的话语，课桌上贴满了小纸条，给
学弟学妹们留下了学习笔记以及学习用
品。上演温馨感人的隔空对话……

一张张生动活泼的小纸片，上面写
满了祝福和对母校的依依惜别之情。有
的是学弟学妹写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姐
或学长，有的是即将与母校告别的学子

写给初中部的学弟或者学妹，一句句简
单的打气，成了厦大附中学生彼此之间
传递情感与加油助威的独特方式。

“To:学弟 or 学妹，谢谢你们的祝
福！祝你们，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长
剑！”一位落款为“学长”的男孩，特地选
了一款“俏皮”的小纸片，上面印有“传朕
旨意”以及“一举夺魁”“金榜题名”等字
眼，加上带着状元帽的卡通形象，喜感十
足，令人看了忍俊不禁，心中顿时充满了
力量；“在附中的日子还很长，一定要好
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多看一些课外书，
找点自己的爱好，尝试一些有点宏大的
目标（初中生未必要当卷王，当然，一定

要打好基础，高一时状态良好即可）。”一
位高三的学子用娟秀的字迹一笔一划写
下了对自己学弟或学妹的叮嘱，字里行
间透出满满的真诚。

“祝福之外，还有提醒。”家住平和
的许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在厦大
附中读书期间，也收到过这样的隔空
祝福。“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上
大学的师兄师姐还会传递上大学的一
些注意事项，附中文化就这样在潜移
默化中传承，让人心生感动。”在许女
士看来，这样的隔空祝福很温馨，孩子
们通过纸笔传递情谊、传递一份心意，
在书写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对自己的
一次总结、祝福和提醒。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暖心贴心的“专属小熊”

温馨感人的隔空对话

◀沈仪玲在实习
期间的表现得到带教
老师和老人们的好评

▼庄景兴认真
观摩照护实践活动

漳州第一外国语学校高三漳州第一外国语学校高三（（11））班班主任为学生们定制设计专属小熊班班主任为学生们定制设计专属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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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徂暑，骊歌唱响，拨穗礼成。近
日，闽南师范大学为毕业生们精心定制
MNNU 专属 2024 年毕业纪念金属书签
礼盒，以真心、真情为学子们留下温馨的
校园记忆。

这款毕业纪念金属书签礼盒由闽南师
范大学学生处易班发展中心的师生文创团
队设计。设计的创意主要由指导老师吴浩
宇提出，学生郑浩祥、黄雅婷等负责绘制。

“历经10个月的匠心打磨，才有现在的成
品。希望毕业生带走这套书签，也将母校
记忆和母校教诲一并带走。”吴浩宇说，书
签主题为“分离，不远离”，设计灵感来源于
学校标志性建筑、漳州特色地标和水仙花。

全 套 产 品 设 计 规 格 为 单 枚 长 度
5cm、厚度0.5mm金属铜质书签，一套含7
枚。中心书签由龙文塔、漳州女排三连冠
纪念碑、威镇阁、漳州古城古牌坊等漳州
地标及闽南师范大学标识构成，展现了学

校闽南文化办学特色。分书签一共6枚，
分别选取逸夫楼图书馆、闽南师大东门、
创业楼及行健桥、九龙石柱、凤凰涅槃雕
像、科技信息楼，图案以各特色花卉装饰，
分别对应“博学”“明理”“砺志”“笃行”“德
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校训要求。7枚徽
章拼成水仙花造型，新颖别致。

据了解，这款“专属毕业礼”首批限
量400套。毕业生可通过“闽南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处”公众号的宣发推文中精选
留言获得，或通过观看 6 月 21 日闽南师
范大学2024届毕业典礼现场直播留言弹
幕随机抽取、免费赠送获得。

书签礼盒推出后得到同学的热烈追
捧，采访中，吴浩宇表示既欣喜又感动。

“没想到，这款文创产品那么受欢迎，我
们后续打算再制作一批，在学校其他重
要庆典、活动等场合免费赠送学生，增强
学生‘爱校、荣校、护校’的意识。”

据了解，毕业纪念金属书签礼盒现
已陆续核对发送，有一部分学生已收
到。本批次全部礼物将在毕业典礼后发
放完毕。“我们祝愿毕业生们带着毕业礼
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翻检时仍能泛起对
青春与热爱的回忆。”吴浩宇笑道。

☉本报记者 黄舒哲 文/供图

植入闽南文化的毕业书签

▶闽南师大学生拍摄毕业照，告别大学生活。
董征 摄

青春不散场，前程皆可
期。毕业季，校园里随处可
见祝福语和打卡墙，为毕业
生们送上殷殷嘱托和深切祝
福。各学校也举办了欢送会
等多种多样的毕业季活动，
专属礼物、毕业纪念币、定制
文化衫等独具特色的毕业纪
念品，成为毕业生与母校之
间互相牵挂的“信物”。离别
难免感伤，毕业生们依然精
神抖擞，以不同的方式向上
一阶段的学生生活告别，踏
上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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