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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
居、信义相交的好朋友，更是守望相助的好伙
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中方愿同巴方坚定
相互支持，拉紧合作纽带，深化战略协调，加
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
场国家，有着广泛共同战略利益，两国关系远
远超越双边范畴，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具有示范意义。中方支
持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巴
西办好今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夏巴兹、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

拉紧合作纽带 深化战略协调

均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详见新民网www.xinmin.cn

昨天中午，全国各地的高考语

文作文题对外公布。很快，网上相

继出现了多篇写得相当工整规范且

看似达到一定水准的同题作文。然

而，它们并非出自哪位语文教师或

写作爱好者之手，而是由AI自动生

成的作品。不少网友立即跟帖诘

问：既然AI写得那么出色，将来还

有必要考作文吗？

怀着好奇心，记者也试着将上海

卷的作文题输入一款叫“豆包”的小

程序，还特别打入了“对申花队的认

可”等关键词，仅三四秒钟，一篇800

字的文章“一气呵成”跃上了手机屏

幕，甚至还自动拟了一个很有文采的

标题《以认可之光，照人生之路》。

文章的第一段写出的哲理和思

想深度，完全可以达到一类卷的水

平：“认可度是什么？认可度是每个

人心中的一把秤，衡量着事物的轻

重；认可度是每个人眼中的一把尺，

测量着事物的长短。认可度是对事

物的接受和赞同，是对事物价值的

肯定和评价。认可度是一种力量，它

可以激励人们追求卓越，创造辉煌；认

可度是一种智慧，它可以引导人们明

辨是非，把握方向；认可度是一种情

感，它可以温暖人们的心灵，增进人们

的友谊……”文章在引用了不少与申

花相关的具体例子后写道：“认可度是

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申花俱乐部通

过精彩的比赛，给球迷们带来欢乐和

激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它还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足球的力量传

递温暖和正能量，为社会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这种对社会的积极反馈，也

赢得了社会各界对申花的广泛认可。”

“你发现没有，AI生成的作文

几乎是千人一面。这就是软件的特

点——重题目内容间的关系，缺乏

与时俱进的具体拓展，或者说拓展

空泛。”洋泾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陆

晨虹说，“AI写作是新事物，甚至有

的语文教师在指导作文时，也会让

学生利用网络和软件去搜集素材，

或者积累思想观点，这是一种由任

务驱动的写作训练过程，让思辨的

角度更加多元。但是，写作教学更

是一种针对不同学生能力水平的

‘随物赋形’的个性化成长的指导。

学生要成为写作强手，传统的读经

典名著、读优秀时文、‘行万里路’中

的社会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陆老师认为，写作文不是在追

求完美，哪怕有“缺点”也不失为一种

文风特点。打个比方，给最爱的人写

一封信或发一段微信，用AI生成和自

己原创，到底哪个更能融入自己的真

实情感、更合乎自然情境呢？

AI作文究竟有没有“范文”价

值？正当网络热议这个问题时，有

人提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现在

有多款作文阅卷的软件，可以替代

教师人工批改作文，对字词句、逻辑

表达甚至观点立意等都能“智能”纠

错。有人将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春》

录入其中，不料，第一段就被判有问

题。原文写到：“盼望着，盼望着，东

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AI竟然

提示：“盼望着”属于语言重复。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意

如说，AI生成的文章看似头头是

道，但多为循规蹈矩的文字组合，其

中虽然也体现出一些思维逻辑，但

却是缺少情感的，这与语文学习的

宗旨并不一致。最新修订的语文课

程标准，将作文教学放在“表达与交

流”的大框架下。这就是说，学写作

不是单纯地学习遣词造句、学习语

法规则，而是要侧重于表达真情实

感，在与他人文字交流时要凸显自

己的思想和个性，而这恰是AI作文

所模仿不了的。大凡有成就的人，

还有那些流芳百世的著作，往往闪

烁着“剑走偏锋”的思想光芒，具有

许多独特的、微妙的表达方式，这也

是“四平八稳”的AI作文所难以企

及的。 本报记者 王蔚

看似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实则千人一面缺乏情感

  生成高考作文“认可度”还不高

6月 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对于那片深蓝，人类还有太多太多的未
知，正如今年海洋日的主题是“新深度唤醒”。

譬如，谈及海洋污染，塑料、化肥、重金
属……或许你能罗列一大圈，可要加个“新”
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专家解释，新污
染物是指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这些
物质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
物、抗生素、微塑料等，它们对生态环境或人
体健康存在潜在且长期的危害，但尚未纳入
环境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

近日，记者走访了上海海洋大学的两个
创新实验室，带来对海洋不一样的认识。

警惕海洋新污染
今天是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这些年，上海不仅通过连续几届走进进博会
的“非遗客厅”，让全世界关注中国的非遗文
化，还开办国际（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论坛，为全球各国间开展非遗保护交流与合
作搭建桥梁。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上海的
非遗传承人已出现年轻化、知识化态势。

今年，上海以“城市记忆 · 雅韵荟萃”为
主题，从5月  日至6月期间开展    年
“上海文化遗产季”系列活动，推出“展览、乐
游、市集、美育、演艺、微拍”6大板块   多
项精彩活动，包括影像展播、综合活动、成果
展览等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让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

喜见非遗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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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海洋日前夕，上海中学东校的学生来到上海海洋大学的远洋渔业科技馆参观

采访对象供图
■ 端午假日期间，古色古香的龙船亮相宝山罗店的美兰湖上，为市民游客带来国家级

非遗、传承四百年的精彩 杨建正 摄

世界海洋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教育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