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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2022

加油！不一样的2022届

三年高中两度疫情
淡定踏上青春“战场”

“最后冲刺圆梦时刻，请继续坚持，嘉定学

子去战吧！”

这两天，在“嘉定教育”官微，一首名为《去

战吧——我的清楚我的梦》的原创歌曲火了，引

来家长们热情留言。在2022上海中高考即将大

幕开启之际，这是一首嘉定教育人为考生度身

定做的入阵曲。

“刷着全国各地如期完成高考的短视频和

新闻，想着上海中考、高考延期了一个月，作为

初三学生的家长，突然有点心疼孩子们，就想着

能否为他们做点什么？”这首歌的词作者为嘉定

教育新闻中心主任郑晓眉，也是一名初三考生

的妈妈。她和嘉定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余珂

琢磨着，两人一拍即合——不妨以歌寄情，以歌

言志。

“一支笔，一本书，一盏灯，一方书桌一叶屏

幕，绵绵春雨皎皎明月，可在窗前见证我的梦。

云学习，云交流，云陪伴，我们的青春注定不一

样。在慌乱中学会更加坚强，在自律中期待梦

想绽放……去战吧！谁怕谁？这是自己和自己

的对垒！拼搏过后就无怨无悔！”郑晓眉说，自

己从没有写过歌词，于是，就思忖着该用怎样的

语言，才能为青春代言。于是，歌曲有了开端部

分的百转柔情，描述少年独自面对自己的复杂

情绪；也有了副歌的高亢激昂。

“最后一句是一种情感的迸发，是一种豁出

去的呐喊，是能带给人力量的。希望能告诉同

学们，其实每一次前进都是对自我的一种突

破。”郑晓眉说。

在嘉定区教育局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支持

下，仅用了20来天，编曲和录制就全部完成了。

参与视频制作的蔡逸欧老师，儿子高考，父亲在

医院，但依然克服困难积极投入工作，因为大家

都觉得，能用这样的形式能激励孩子们，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去战吧，这是自己和自己的对垒！”
嘉定区为高三初三考生写了首入阵歌曲

今年的作文题出得好，看似平淡，却

山高水长。延续了前两届的思辨性以及

二元式的选项。但今年有一个难点，就

是选题上面的不平衡。“使人感到担忧”，

比较容易上手写。因为一个社会如果缺

少了发问的能力，就僵死了，缺少了年轻

人的探索精神，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康、

缺少创造性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

写，这个题目就很难有出新，很难拉开档

次。

我想可以从“有人觉得正常”，加以

更仔细的审题。

“正常”其实有三个点。第一，我们

可以等待长远的时间沉淀下来之后，有

更成熟的人生阅历，很多问题就不成为

问题了。第二，一个正常的社会，既要有

不断的发问不断的探索，但是也要有一

个规范与常态。人类学家早就说过，一

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后塑型文化（Post-

figurative Culture）、同塑型文化（Co-

figurative Culture）和前塑型文化（Pre-

figurative Culture）这三种文化共同的存

在（米德《文化的承诺》）。第三，不要把

发问和结论对立起来，也不要把小孩子

和大人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发问当

中，也一定会有适当的结论，在小孩子的

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有成熟的经验。

当然，这个题目还不光是议论，一

个好的题目和丰富的材料，要靠平时

的读书与积累。这就是我说的山高水

长。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写作学

会会长 胡晓明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
往往看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
忧，有人觉得正常，你有怎样的思
考？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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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使用语文部编新教材后的第一

届学生今天高考。新教材与过去本市教

材不一样的地方是把阅读与写作放在一

个单元里，读写结合。今年这届考生虽

然历经困难，但经过新教材的读写训练

后，写今天这个作文题还是比较容易入

手的，而且作文题也与教材里的很多内

容可以勾联起来。

小时候喜欢发问，长大了看重结

论。题目与学生成长息息相关，引导学

生认识社会和自我，可以体现出正确价

值观念。同时，这个作文题聚焦与开放

相结合，不预设主题，可思考的角度非常

丰富，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思考。所

以，一定会涌现不少考场佳作。

语文学科是培养学生语言、思维、审

美和文化等核心素养的。这个题目也比

较友好，题干表述清晰，但要写好却不太

容易，因为题目本身很有张力。关键是

思考的层次推进，文字表达要有逻辑，这

是个挑战。高考作文的区分度也就在这

里。

杨浦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 王玮
（本报记者 易蓉 王蔚 整理）

看似平淡，却山高水长

可思考的角度非常丰富

小时候的你，是否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疑问？长大后，你将如何为成长寻找答案？今天上午，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
化考试在延期一个月后平稳开考。三年高中，两度疫情，秋季高考首场语文考试，用一道充满思辨的考题，请考生思考成长的意义。
“加油！”“稳稳的啊！”一句句祝福和嘱咐，有力的握手，还有那些充满笑意的眼神，伴随一个个踌躇满志的背影进入专属青春的“战场”。

经历这个春天 少年长大了

“好运将至”“前程似锦”“全力以赴”“心想事成”……在格致中

学考点外，上海市第八中学男生班班主任张璐滟准备了满满一袋

印有各式祝福的小扇子，分发给同学们。“希望在炎炎盛夏吹走焦

虑和紧张，给他们送上满满的信心和鼓励！”张璐滟说。

身着一袭清雅旗袍，眉眼一抹温柔淡妆，高中三年，张老师一

直用女教师的温柔亲和，陪伴这群半大小伙子克服一道道难关，找

到未来方向。“男孩子们喜欢运动，疫情封控期间，他们有的在楼顶

跳绳，有的在室内打球，释放心中压力。”张璐滟告诉记者，与此同

时，每周全班在云上开“解忧杂货铺”，给大家“云加油”，听大家“云

吐槽”。有同学和大家分享自己隔离生活的心路历程，讲着讲着忍

不住落泪，但不忘鼓励大家，“看，我这样都过来了，你们还有什么

过不去的”。男生小朱一进高一就被学校的航空模拟实验室吸引，

悄然在心中升起了要圆飞行梦的理想。为了通过面试，他努力瘦

身成功，张老师请来前两届师兄和他云中连线，祝福他能圆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

在张璐滟眼中，男孩子们粗中有细，充满创意。班上的“生日

监督委员”杨善翔被大家唤作“小杨生煎（监）”，负责在每个同学的

生日到来之际送上手写祝福卡片。小朱拿到的卡片，便被设计成

了一张机票。前两周等级考，“小杨生煎”给正逢生日的寿星同学

送上的卡片，便是一张独具匠心的“准考证”。

张璐滟说，前两天，在线上18岁成人仪式上，她送给同学们一

年四季在校园内拍的合影和嵌有他们姓名的藏头诗，作为鼓励。

她说，虽然今年春天的合影只能用电脑合成，但她期待着，小伙子

们会带着成长的喜悦回到校园，拥抱春天。

“经历了这场疫情，有的同学遇到了独立生活的考验，有的遭

遇学习节奏的挑战，每个人都成长了不少。”在市东实验学校考点，

前来送考的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组长李莉佳感慨地

说，回归校园的日子，感觉大家都非常珍惜。返校复学的四个星

期，有了师生同学面对面的交流、肩并肩的同行，大家都很快调整

适应，全身心投入高考“总攻”的状态。“而且，经历疫情，大家更明

白面对不确定的影响，也要遇事不慌，稳定自我，寻求发展机遇。

这份淡定也将陪伴大家走过高考这一关。”

“这届学生经历了新课改，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表达，也给了老

师们很多惊喜。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更强，他们愿意表达，敢于争

取。”李莉佳在最后一课上告诉学生们，班级里每一位学生都在老

师的脑海中留下了最精彩的发言，最闪光的样子。她觉得，高中这

三年，老师是领航者，学生却是推舟人，师生共同前行。

“我们通知书都拿到了，反正专业她也喜欢，挺好的！”格致中

学考点外，有家长来和金陵中学校长曾强打招呼。曾强介绍，如

今，升学的路径并不止一条，有的同学已经通过春季高考、专科层

次自主招生被理想学校录取，不用参加本次的秋季高考，他们却依

然准时来到考点外，为自己的同班同学加油鼓劲。有人喜欢小动

物，报考了兽医专业，有人准备在护理、导游、医疗器械等行业施展

天地。“现在的社会不仅需要研究型人才，也需要技能型人才。希

望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找到自己的定位。”

花式“气氛组”鼓励尽在不言中

红色，红色，还是红色。喜气洋洋的红色，仍旧是高考“主题

色”。

市西中学门前，市一中学年级组给送考老师订了件纯棉的大

红T恤衫。不过，不同学科老师，每人胸前印着的口号各不相同。

数学任老师的红衣上印着“韦神附体”四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

字：“考的都会 蒙的都对”。语文席老师胸前的字特别励志：“金榜

题名”。英语是二考了，或许是怕同学们有些懈怠，英语老师用了

“超常发挥”来鼓励大家。格致中学考点外，敬业中学老师们的红

衣上除了印着锦鲤，更印着属于2022的独家记忆，“不同的战役，

一样的勇气”。“金榜题名”“乘风破浪”“澎湃前行”……摸一摸老师

的花式手牌，同学们说，自己仿佛被魔法加持了。

早上7时许，一袭红衣的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送考老师已

经陆续到达市东实验学校。他们要用一袭红衣，为155名高三考

生添加一份激情。红色T恤正面胸口印有学校的校徽，正中“心所

向，梦必达”字样背后映衬着一个大大的“胜”字，后背还有锦鲤纹

样。专门穿上这款红衣来送考，老师们就是最好的“加油气氛组”。

早早地就候在华政附中考点门口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语文

老师秦岭一身紫衣已被汗水浸湿，但是，他口罩外手写的“加油”二

字尤为醒目。字体有些稚嫩，原来是秦老师一年级的儿子在他临

出门前写的。“他也想给大姐姐们送来考试祝福。”秦岭说，为了给

考生们打气，今天市三的送考老师都穿上了统一的紫色T恤，寓意

考试顺利、“红得发紫”。“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好运气。”秦老师已

经订好了9日高考结束的庆祝蛋糕，就等孩子们走出考场后一起

分享，“除了庆祝高考的结束，更希望告诉她们，无论高考成绩如

何，人生就是要高高兴兴。”

灿烂的向日葵，也在送考队伍中盛开，寄语考生“一举夺魁”。

格致中学考点外，敬业中学考生家长张女士，手持一枝向日葵来为

儿子送考。张女士的儿子阿宝（化名）是敬业中学的高三学生，目标

是考取师范大学，成为一名老师。阿宝体质不佳，生病缺课时，受到

了许多老师的照顾和情感支持，因此，他也想成为一名老师，将老师

给予他的温暖和“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传递下去。张女士自己也

是一名小学老师。在她眼中，儿子能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在周围人

中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成为学生们的榜样，并且有阳刚之气，做事

坚定、果断、有目标，不畏惧失败，为理想努力拼搏。

不过，比起大人们的“花式赶考”，考生们似乎挺淡定。华东模

范中学的小柏穿着一件黑色T恤，“你看，跟送考的老师不同吧，考

生穿红衣服的就很少。因为大家都很平淡的，哪怕是高考，真的就

是一次考试而已，放松心态最要紧。”

空调加冰块 打造清凉环境

早晨7时不到，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正是一派忙碌准备的

景象。“再仔细检查下每间考场的空调挡风板是不是装稳了？既要

防止空调冷风把孩子们吹病了，又要保证它没有掉落的风险。”“一

会儿教育局统一调配的冰块就要到位了！”“大门口为送考师生、交

警同志准备的饮用水有没有备好？”今天的上海依旧骄阳似火，气

温一路直奔高温而去，校长傅松一早就赶到学校安排考场事宜。

她一边在各考场间巡视，一边叮嘱着负责考务的老师们。“这几天

特别热，老师和学生戴着口罩，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好，给他们

打造一个安心、舒适的环境。”

由于考生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进入考点，上财附中的7位

班主任每人准备了一只“包赢包”。这个印满“幸运”的帆布口袋将

暂时收存考生们的手机；同时它还是一个“百宝箱”，老师们准备了

铅笔、水笔、橡皮等“备份”文具，供有需求的学生及时取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一群上届毕业生也来送考，他们来

自交大和北大。“学霸”加持，只为了把考前的能量“拉满”。

寿星老师 把高考好运送给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考点外，延安中学老师李燕华意

外地收到了学生带来的一个小蛋糕。原来，7月7日正是李燕华的

生日，考前得知她生日的学生特地准备了一份蛋糕为她庆生。

“从教20余年，当班主任已经有15年了。虽然，班主任的工作

又繁琐又辛苦，但我时常会在这份工作中收获感动，正如今天收到

这份意料之外的蛋糕和无数孩子的生日祝福这般。”李燕华说，今

天学校特意为每位高考学生准备了高考小礼包：印有“高考必胜”

的定制口罩和文件袋。“我送了那么多年考，今年因为疫情推迟高

考的缘故，是第一次在7月7日生日当天送考。这届考生不容易，

但是他们也很阳光，能坦然面对突发的事件，并在这样的特殊环境

里完成自我成长。我当年也是在7月7日参加的高考，那年数学还

考了满分，我希望把这样的好运气带给这届特殊的高三生。”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易蓉 王蔚 马丹 实习生 计丹洁

■ 考生戴着“金榜题名”“高考必胜”的口罩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考生通过数字哨兵进入市东实验学校考点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南洋模范中学考点，家长用手机记录孩子入考场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交大附中老师为高考学生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一位高考生在考前为自己鼓劲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门口，市三女中的考生有

序入场 本报记者 董怡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