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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是我最大的信心认可

■ 已在春季高考录取的男生（右）为即将进入考场的同学送考加油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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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高考首日。上午7时刚

过，在位于徐汇区天钥桥路的市四中

学考点门口，两名交警和三名辅警队

员已上岗，沿途放置反光锥将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道分隔开来，并在路边设

置了禁止鸣号标牌。现场也照例设

置了机动警力，一旦遇到考生求助，

可以随时通过警用摩托车开道或驳

运，确保高效处置突发情况。

这样的身影，在全市100余个考

点都能见到。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

高考首日，全市公安机关共出动

3000余名警辅安保力量，为全市100

余个考点的5万余名考生保驾护航。

每年高考，都会有“马大哈”考

生或家长，今年也不例外。不过，考

点外驻守的民警，总能高效应对突发

情况，为他们递上“定心丸”。

早上7时50分，在闵行区七宝中

学考点外，市民杨先生向民警求助，

孩子带错了眼镜，恐怕影响考试，交

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袁志翔立即

驾驶警用摩托车前往他们位于松江

泗泾的家中，火速为学生取回眼镜。

而在松江二中门口，8时05分左

右，一位考生突然发现自己忘带准考

证，火急火燎地向校门口的交警求

助。得知这一情况后，交警积极联系

学生家长，得知对方家长距离考场3

公里左右。由于送考车辆较多，交警

担心无法按时送到准考证，便第一时

间安排校门口辅警赶往家长所在路

口，最终顺利为孩子拿回准考证。

记者了解到，对于可能发生的考

生证件过期、遗忘等情况，上海公安机

关前期已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

“戴好头盔，上车！”7时50分，崇

明扬子中学考点，李同学临进考场前

突然发现身份证不在考试袋里。在

考点周边待命的“爱心护考铁骑”黄

玉峰，火速带着考生前往城桥派出所

办理临时身份证。5分钟后，交警就

把拿到临时身份证的考生送回考点。

无独有偶，开考前30分钟，崇明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陆凯执勤时，

也遇到一名周姓同学忘带身份证惊慌

求助。民警迅速带其坐上警车，火速

前往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10分钟

后，该考生顺利办妥证件进入考场。

■ 警方提醒 广大考生和家长

要注意每场考试带好证件，预留充足

时间，提前出门。同时也希望驾驶员

能够守法文明出行，杜绝违法鸣号、

强行加塞、乱停车等违法行为，共同

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本报记者 杨洁 特约通讯员 李辉

考生忘带身份证？
五分钟火速办好！
高考首日，申城三千多名警辅上阵“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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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岁的人生，怎样才能赢
得“认可”，勇敢前行？对未来的期
许、渴望、纠结或者迷茫，需要成人
世界怎样的扶助，才能厘清？

2024高考今日开考。考场之
外，师长看见少年的成长，也把鼓励
藏进送考的目光里。少年们想说，
你的认可，是我最大的信心。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王蔚 易蓉
实 习 生 查文澜 围绕生活中遇事、遇人

“认可度”的话题展开作文，

专家们也多倾向于认可今年

上海高考语文作文出了个好

题目，“认可”这是一个开放

性极强，也是易于区分出写

作水平的作文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

明表示，这个题目延续了有

点哲学思辨、同时也跟当下

社会保持联系的风格，是一

个很棒的题目。但是如果有

套路的话，也可以取巧。比

方说可以写一方面要适应这

个社会，满足其认同，另外一

方面要有个人批判的意识，

不能够随波逐流云云。这种

写法虽然能够得分，但是个

人觉得不能得高分。难度是

一定要在认同度当中再去做

文章，首先是适应这个环境，

理解社会的认可，因为认可

总是具体的，家庭的、老师

的、朋友的、领导的……然后再转化

这个认同，逐渐加深自己对这个社会

的观察与理解，从主流的意识、群体

的观念当中，看到价值，也看到他可

以转化、可以提升的能力。中

国的老话叫极高明，而道中

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在泥泞

当中开出莲花，在现实中寻找

不确定，创造新的认可标准。

杨浦区语文正高级教师

王玮说，今年的上海作文题有

两个特点。第一，从题干来看

保持了一贯的稳定风格，题干

给出的信息是清晰简洁的，并

没有设置过多的障碍，对考生

比较友好，指向考生能够关注

到，也应当关注到的各种问

题。这样的命题风格对语文

作文教学、对学生们学习写作

都能起到很好的正面导向作

用。第二，表面上看，这次是

写“认可度”，且是生活中的

“认可度”，似乎有些“窄”，其

实可议论、可挖掘的素材是相

当宽泛的。考生入笔并不难，

难点在于怎样深一步去发现

问题、思考问题，用“认可度判

别事物，区分高下”，倾向于理

性思考。能否写出辩证的观点，能否

由点及面把“认可度”的本质写出来，

这有不小的挑战性。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

生活中，人们常用认可度判别事物，区分高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

“认可度”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上海卷作文题】

退休前手写信送“关门弟子”
今天7时刚过，晋元高级中学高三（7）班

的语文老师俞泳就出门了。“女儿高考，总要送

一送。”但是，她把女儿送到宜川中学考点门

口后，匆匆叮嘱了几句就赶紧挥手道别，赶赴

曹杨中学考点。因为，她的心里还惦记着另外

一群“自己的孩子”。

8时刚过，看到俞泳出现在考场外，她的

学生们都有点惊讶，但又觉得意料之中。师生

相视而笑，俞泳轻轻拍了拍每一位爱徒的背

脊，送上一个拥抱，让祝福和鼓励化在温暖的

肢体动作之中。

今年，晋元高级中学每位高三导师为结对

学生准备了一份“高考礼”，有的是定制徽章，

有的是一封寄语。俞泳送给孩子的，就是一封

封写给“未来的你”的信。信中文字亲切幽默，

还充满了“巧思”，将收信学生的名字藏入文

中。“超然：总觉得高中生的样子应该如你这

般：率真、不盲从、有见地、有担当……为师祝

你超然跃进，笑傲峰顶。”“子涵：你好！灵动如

你，洒脱如你，乐观如你，幽默如你……望你：

子当志存凌云，涵泳星河灿烂。”她还特地为孩

子们定制了环保袋和笔袋，陪伴着他们一起踏

上考场。“俞老师亦师亦母亦友，温柔又幽默。

她带我体会到了语文学科的美，也点燃了我的

职业梦想。”高三（7）班的王金尭说，他希望自

己能考入师范院校，将来成为一名像俞老师一

样的语文老师，带着更多的孩子体验语文学习

的乐趣。

今年55岁的俞泳已经从教32年，还有一

个月就要退休了。“送‘关门弟子’和送女儿高考

同样重要。无论是我的教师生涯，还是弟子们

的高中学习，都将画上句号，希望这个句号能画

得圆满。”俞泳说，写信、送考不仅仅是一种仪

式，更是表达一种来自老师的感谢，“从教三十

多年，难免会有职业倦怠期，但学生的爱最为

纯粹，我时常被他们所感动。一个个闪光点让

我思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正意义。”正如俞泳

给学生云云的信中所写：“有句话我一直想告诉

你，上课时，你情不自禁回应我的微笑，真的会

让我好开心，让我觉得人生很美好。”

“小老师”立“flag”带班出征
上海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大同中学的老师

们穿上了统一定制的T恤。高三（5）班班主任

徐金金一米八的个头醒目。身上的T恤，则显

得有点松。“哎呀，从2月份开始我瘦了40斤，

之前有……200多斤！”徐老师说，一方面，他

是受到了电影《热辣滚烫》的激励，觉得自己不

可以再胖下去了，另一方面，这是他和同学们

的约定——大家一起接受挑战，突破自己。

每周一、三、五团操，每周二、四、六拳击，

一周六天，每天运动两小时，平时体育/体锻课

就和班上的男生相约打篮球，是放松，也是拉

近师生距离的好方式。徐金金骄傲地告诉记

者，几个月坚持下来，他的成果是：4块腹肌。

“当中也有很难熬的时候，教练就叫我举起一

个10公斤的球，每组15次，一共8组。我觉得

自己很难坚持，教练告诉我，这就是你从健身

到现在身上掉下的肉，我瞬间有了成就感，又

有了动力。”徐金金说，在高三冲刺时刻，同学

们心中厌倦和疲乏的感觉不可避免，他总会把

这段经历和同学们分享，大家相约，为了心中

的目标，一起拼。

这是他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带

的第一届学生。95后老师遇到05后学生，亦

师亦友。前一阵，“禁止焦虑”香蕉很流行，他

会在班上放一串，30个同学每人认领一个香

蕉，写上名字，看谁的先变黄，寓意“走向辉

煌”；班上举办过“画鸡蛋”比赛，曾经的他肥嘟

嘟坐在那里看书的形象，被同学们惟妙惟肖地

画了下来。“乐之大者，善与人交”“涓涓其流，

饶木葱葱”“于垒土起，更千尺进”“求诸足下，

勃发足上”“星途海海，行毋茫茫”……历史等

级考结束后，身为历史老师他稍微空了一点，

利用闲暇时间将同学们的姓名融于八字箴言，

给每个同学写了祝福，并从网上定制了刻字款

木质书签。一枚书签50元，全班买下来花费

也不少，但是徐金金说，这三年不仅见证了学

生的成长，也见证了自己成长，值得留下一份

精美的纪念。最后一次班会课上，徐金金私下

问家长收集了班上同学童年照片，精心制作后

制成了特殊的儿童版毕业照。

向明中学考点外，卢湾高级中学考生队伍

中，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捧小册子，利用最

后一点时间再温习几遍古文。一个多月前，他

因为突发疾病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这不仅是

他，也是教龄只有3年的年轻班主任茹雅敏碰

到的一个坎儿。男生没想到，自己苏醒后不

久，在病床边就见到了横穿了上海来看他的

“小茹”。“小茹”也笑了，得知老师要来，男生特

意用试卷和书本“装修”了病房，似乎想说：“老

师，我还要继续奋斗”。

“之前我也去企业实习过，但是觉得还是

做老师更有成就感,更快乐，特别希望成为学

生的一道光。”茹雅敏说，作为一个数学老师，

经常会从学生的问题中找到新的灵感，她喜欢

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由于年龄接近，女生

们喜欢和她讲心事，有时讲着讲着到了深夜。

她时常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坦

言，10年前，当她走上高考考场时，根本不可

能想到自己会从嘉兴到上海，成为一名老师。

人生有很多的变化和可能性，只要“不躺平”，

青春就会回馈你很多惊喜。

高考前，她在班级门口挂了一个粽子。同

学们心领神会，进进出出时不时跳一跳，讨个

“高中”的好口彩。最后一节班会上，茹雅敏想

放点歌鼓励一下同学们，同学们的选择有点出

乎她的意料——“老师，就放一首《好运来》！”

“新中式”着装更添底气
陈女士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在上海市

复旦实验中学和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杨浦少云

中学读书，巧合的是兄弟俩今天都在杨浦高级

中学考点参加高考。“我们没有刻意培养他们互

相竞争，但是两个人一起长大总会互相比较。

我们很欣慰的是，两兄弟在各自的学校都成长

得很好，希望他们高考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一

直以来，受律师爸爸的影响，兄弟二人兴趣相

似，他们都选择了文科，大学志愿是法学。

因“旗开得胜”的好寓意，旗袍是不少送考

妈妈的心意。今年考场外，记者又看到了旗袍

妈妈们的身影。而与以往不同，除了传统旗

袍，改良中式连衣裙、提花上衣配长裙，越来越

多精致多元的新中式服装也成为妈妈们的送

考之选。考生入场通道中，也出现了中式身

影，一个男生身着印花黑衬衫搭配马面裙裤翩

翩而至。或许，以一袭新中式服装迎接高考第

一门语文考试，既是以自信愉悦加身，也是以

文化底气加持。

“请带着附中人的骄傲走下去吧”“无坚不

摧”，复旦附中的毕业生为学弟妹们精心制作

了“高考应援手幅”前来送考。“我们高考的时

候，往届的学长学姐们也来为我们送考、给我

们发糖果，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想把这

一份爱和力量传递下去。”复旦附属中学22届

毕业生邓潇尧解释道。“高考其实是一个分水

岭，让你看清你应该走向哪里。无论你最后到

了哪里，都是命运的选择，你可以在这条路上坚

定地走下去，也可以获得自己的灿烂。我们无

坚不摧！”复旦附属中学23届毕业生向知娴祝

福所有高考生都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爷爷辈“轧闹猛”感受氛围
在市西中学考点外巧遇两位爷爷。打开

话匣子的老人，对高考还蛮“神往”的呢。

69岁的倪建家早上6时就从南翔出发了，

转了两辆公交车，来到了市西中学考点外，说是

要到市区来“轧闹猛”看热闹。“其实我孙女也是

今天高考，她是嘉一中学生，她父母订了两天的

宾馆，不用我操心。”老倪说，“我是嘉二中74届

毕业的，我们那时没读几年书，虽然恢复了高

考，但我底子薄，而且家里也需要我出去工作挣

钱，所以，我没有尝过高考的滋味。到了1999

年，我儿子高考了，他也是嘉二中学生，我记得

很清楚，他是自己骑的自行车去学校，然后统一

坐大巴去的考点，考上了华东理工。我早就想

好今天要到市区来看看高考到底是什么样子

了。想想现在的孩子，读书是蛮累的，但他们的

幸福是我们老一辈人所没有享受到的。”

“我的孙子在市西高考，他不跟我住一起，

是他妈妈陪着来的。他们不知道我在马路对

面看着。”72岁的宋老伯说，“我是普陀区长城

中学毕业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好在贵州插

队，临时抱佛脚了几天，就去参加考试了，结果

落榜了。后来我进了当地的一所商贸中专，学

的是食品加工专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我调

回上海工作，一辈子都在跟食品深加工打交

道。这是我人生第二次走到高考考场外，儿子

高考时我正好在出差。以后我也不可能再特

地跑到考场外了。孙子的成绩蛮不错的，前两

天全家人在商量考什么专业，没想到小家伙

说，想考与食品检测相关的专业，说爷爷是搞

食品加工的，他就想搞检测，要让老百姓吃得

更安全、更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