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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用“专”“转”“传”概括当下三类文章：“专”指专业文章；“转”指被转

发的通俗文章；“传”指获得广泛传播的佳作，甚至是传世文章。他提出，专业

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

的文章。

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请联系社会生活，写一篇文章，谈谈

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上海卷作文题上海卷作文题】】

今晨7时刚过，位于零陵路上的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考点门口，5名
交警、辅警队员已经提前上岗。校门

口竖起“高考专用临时停车位”P牌
和禁止鸣号标牌。“铁骑小分队”机动

警力已待命，一旦遇到考生求助，可

随时通过警用摩托车开道或驳运，确

保应急高效。

今天是高考首日，上海公安机关

共出动 5000余名警辅安保力量，为

全市 170余个考点、6万余名考生保

驾护航，做好“绿色”护考工作。

考生证件遗忘、送考车辆事故、

走错考点……每年高考，总有一些

“马大哈”遇到突发状况。警方及时

处置考生求助，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

顺利走进考场。

8时不到，闵行公安分局新镇

派出所徐伟刚、曹思芸在七宝中学

考点外找到一张身份证件，通过快

速核查，及时将相关材料送还考生。

8时07分，考生家长王女士向奉贤警

方求助，孩子身份证忘在家中，奉贤

分局江海派出所社区警务队队长

杨晨当即驾驶警车载上王女士赶往

家中。8时10分许，闵行公安分局交

管支队民警在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

验中学接到考生小喻求助，称其身份

证遗失，民警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带

着该考生至所住宾馆取到遗失身份

证……

“走错考场了！”8时 15分许，金

山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接到辖区一名

考生的紧急求助。该考生本应前往

金山区华师大三附中参加高考，却误

跑至金山中学考点。正在金山中学

周边开展高考安保工作的交管支队

四大队大队长陈超接到指令后，立即

规划最优路线，最终将考生安全送达

华师大三附中考点。

此外，针对全市 170多个考点，

上海公安机关按照“一点一方案”原

则精心部署安保工作措施，增派警力

加强现场驻守，全力确保高考安全有

序进行。高考期间，上海警方将采取

定点值守、实地巡逻、视频巡查相结

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考点周边巡逻

防控，为高考顺利举行提供有效保

障。6月 9日外语听说测试期间，警

方将严查考点周边道路机动车违法

鸣号行为。

本报记者 杨洁 特约通讯员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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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作文题不仅延续

了哲学思辨，而且加强了参与

当代文化生活与思想反思。”华

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

作学会会长胡晓明表示。

这里的三个字是辩证的关

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

于封闭，就自然变换为“转”家

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

过于流俗，追求流量，迁就时

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

种真正传世之文。核心要义是

中间的“转”，正反都可以有好

文章。如果认为不需要，那就

是杜元凯注左传，以及司马迁

著史记的诸多故事。长存于

天地间的经典自然不需要流

量。如果需要转，可以从现代

社会文学经典的新传播诸多

例子下手，酒香也怕巷子深，

尤其是遇到 AI以及互联网时

代，当今传播手段空前繁荣丰

富的时代新变。

题目要求联系社会生活，

写后者更容易得分。但是即使

是写后者，也要有辩证思考，因为转

得不好，就转俗了，变味了，当然，还

有一种转，是转化，再创造。当今有

很多这样的情况，能否写得鲜活，这

就要考一考学生是否关心经典传统

的文化生态，是否能“文似看山不喜

平”，而不是死读书了。

“这是近几年来题干比较长的一

个材料作文题，提供了一个非

常具体的、非常翔实的材料和

语境，基本上避免了套题，而且

还是重在考察学生的理解分析

能力。”同济一附中语文高级教

师虞宙说，这个作文话题是在

呼吁阅读的回归，倡导我们要

去读经典，然后在经典与通俗

之间寻找到一个连接点，那就

是让更多的人走进自己的专业

领域和学术领域，从而让自己

提升基本的素养。

虞宙说，考生在审题时要

抓住核心问题——由专业的文

章的“专”到传世文章的“传”，

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转”？考生

不妨想一想，我们的教科书里

面有许多经典的文章，但它们

可能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这

是不是也可以引发一些对专、

转、传的思考？我们熟悉的四

大名著，谁说它们只有经过长

时间的“转”，才成为传世佳作

的？当然，古代的传播条件、民

众普遍的文化素养，与今天是

完全不能相比的。在当今的网络时

代，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有些作品

的传播量很大，传播速度也很快，这

是“转”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它们

是不是“专”，这仍是需要有一定的门

槛的，不能为“传”而有意无意地拉低

“专”的门槛，否则就没有成为传世佳

作的价值了。 本报记者 郜阳 王蔚

上海警方：首日5000余人护考

▲▲ 建平中学考点门口建平中学考点门口，，洋泾中学送考老师为学生加油鼓劲洋泾中学送考老师为学生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程徐程 摄摄

▲▲ 华师大三附中考点门口华师大三附中考点门口，，老师和家长冒雨送考老师和家长冒雨送考
特约通讯员特约通讯员 庄毅庄毅 摄摄

▲▲ 拥抱鼓励考生拥抱鼓励考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程徐程 摄摄

从专到传：

清晨 7时多，刚入梅的上海沉浸在氤氲的雾气之中，城市
的周末脉搏却已因一场重要的仪式悄然加快——2025年高
考的大幕在细雨中拉开，考生们拎着文件袋、握着准考证，奔
赴人生的重要节点。考场外，老师们身着红色T恤，家长们撑
着伞默默守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交织的气息。但与
往年不同的是，这场考试少了些焦灼，多了些从容，无论是考
生、家长还是老师，似乎都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与“高考”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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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递友情递友情
关于成长的接力

高考不仅是考生的战场，更是一

场关于成长与传承的仪式，考试的意

义也早已超越了分数本身。在延安中

学，2024届的学长学姐们送来祝福，

上海交通大学的余沛键写道：“高考就

像物理实验，连不成直线的点，也可以

很好地拟合。”

在位育中学考点，来自市四中学

高三（4）班的同学们书包上都挂着一

个别样的钥匙环，正面是市四中学的

百年教学楼，背面是来自老师对他们

的叮嘱：“G2025市四中学站到金榜

题名站，列车时间：2025年 6月 6日，

票价：无价。”这枚小小的钥匙环，承

载着老师对学生的无限期待，也象征

着青春列车即将驶向更广阔的天

地。而在市八中学考点门口，敬业中

学的同学们带着全校的祝福走向考

场。“好好吃饭，认真生活”“公主，请

每天开心”“生活每天都是限量款、要

开心”“听一万种声音，只成为自

己”……离开校园前，敬业中学高三

年级的同学们收到了高一的学弟学

妹们准备的书签，写着不同的叮咛和

祝福。

正如华政附中的周群英老师所

说：“高考之外，还有人情冷暖，老师的

坚守、学生的感恩、家长的陪伴，这些

才是真正的‘高分’。当考生们带着三

年的沉淀走进考场，他们带上的不仅

是知识的重量，更是一个时代对青春

的期许。”

““专专””于细节于细节
仪式感中的温度

7时 30分的市三女中考点门口，

华政附中高三年级组长周群英的红衣

袖口还沾着晨雨，手中向日葵的露珠

落在“政好有你”的手牌上。考生陆续

抵达，周群英和班主任们立刻送上一个

拥抱，贴上“华政特色贴纸”，并让每人

高举几下向日葵，寓意“考试加油，一举

夺魁”。高考前，学校热气球电视台的镜

头就记录下了高三学子备考的点滴。镜

头里，有人伏案刷题，有人与老师探讨难

题，有人课间与同学打闹欢笑……这些

被定格的瞬间，串联成青春最动人的记

忆。周群英说，学校还特地为考生们准

备了“仪式感三件套”：定制的“加油可

乐”、印着“状元门”字样的对联和粽子，

以及每位学生都能领取的纪念卡片。

卡片上是老师们的学科寄语——数学

老师用公式写下“愿你思如点成线，智

似数成章”；语文老师用诗一般的语言

题写“未尽的作文题，恰好是留给人生

的开放作答。愿你在没有标准答案的

世界里，成就个人华章”。

“一路生花”的场景同样出现在黄

浦区大境中学考点。上海市五爱高级

中学高三老师们分站两排，手捧向日

葵，迎接考生们进场。向日葵，总是向

着阳光生长，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保

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葵”还和

“魁”同音。而全市各个考点外，红色

是主色调，印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字样的 T恤、各色的旗袍表达着对考

生们最美好的期许。有“二宝”还没睡

醒就被爸爸妈妈拉起床，在姐姐走向

考场时奶声奶气地喊出“姐姐加油”；

有大一的学长带了自己的手写信来给

学弟学妹们鼓劲，还有的爸爸妈妈早

早准备好了大束鲜花，等着孩子骄傲

地走出考场……穿着一身旗袍的杜女

士今天非常激动，儿子十二年的寒窗

苦读即将迎来曙光。这是位“学霸妈

妈”，自己当年保送没参加高考，她说

这次送考也算弥补了小小遗憾，“祝福

考生提笔安天下，跨马定乾坤。”

上海桃浦中学的考生们考前则收

到了暖心礼包：向日葵形定胜糕上“一

举夺葵”的糖霜被蒸汽熏得发亮，旁边

挂着“心想事橙”的挂件，今天老师们

撑起的一把把红伞遮住了纷扰心绪的

雨滴。

““转转””化压力化压力
从容心态的蜕变

如果说曾经的高考是“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那么，如今的考生们似乎

更懂得与压力共处。昨天晚上，南洋

模范中学的高三学子们收到了最后一

份“当日练”——没有公式和题目，只

有一道选择题：“考试时发现前面几道

题都做得很顺，你应该（）？A. 自信

满满，加快速度 B. 保持节奏，继续稳

扎稳打 C. 放松警惕，开始走神 D.
觉得题目简单，随便写了交卷。”答案

揭晓后，老师特意在试卷末尾写下：

“考试没有标准答案，正如你们的努力

和梦想从来不该被简单定义。”

这种从容也体现在考生的日常

中。复旦附中语文老师迟文颖今年是

第一次当班主任，她分享了一个细节：

她的班级里男生居多，理工直男的性

格让他们在备考中少了几分焦虑。“他

们用理科思维解决文科难题，用逻辑

框架梳理作文思路，这种‘钝感力’反

而成了他们的优势。”而当被问及高考

前的压力时，一位男生的回答令人莞

尔：“其实现在反而心态平和了，毕竟

已经‘身经百战’。”同样第一次担任班

主任的复旦附中物理老师张楠是孩子

们口中的“楠姐”。站在杨浦高中考点

门口，她悄悄发现不少学生的校服口

袋露出了明信片一角：这是三天前她

熬到凌晨 2时，为 35个学生画下的祝

福卡，上面有每位学生的简笔画头

像。有的男生喜欢地理，她就画了一

个地球仪；有的女生喜欢扎丸子头，她

把发卡画成了小太阳。“今早有孩子

说，看到画像里自己的眼睛是笑的，突

然就不紧张了。”

在一众穿着红色助威T恤的老师

里，上海市大同中学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的孙雷声显得格外“寻常”。这一届

毕业班，是他带的第 9届毕业班了。

他告诉记者，学生们穿着寻常的校服

进入考点，就和往常上学一样，自己当

然也要一切寻常。“送考次数多了，自

己也越来越平静。尤其看到他们非常

自信地走进考场，我也对他们充满了

信心，相信大家能为自己的高中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位妈妈在考

点外找到了大同中学教授物理的李樑

老师，她说自己的孩子因为李老师风

趣的授课风格，逐渐爱上了物理，每天

回家会绘声绘色讲故事般回忆上课的

知识点，物理成绩也在不知不觉间提

高了。她说：“人生不止一张考卷，人

生是一个过程。”

““传传””承亲情承亲情
无声父爱的延续

高考前，大同中学心理老师林琳

这样寄语：“高考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段

旅程，爸爸妈妈永远是那个无论风雨

都会守在岸边的人。”考场外一声声

“尽力就好”，不仅是来自祖辈、父辈的

爱，更是心态回归如常后，孩子们走好

人生之路的力量。

高考首日的清晨，市西中学考点

外，两位老兵爷爷的身影格外醒目。

70岁的沈老先生和75岁的赵老先生，

分别送孙女参加考试。

“我今年70岁了，这是我平生第二

次送孩子进考场。”家住普陀区丹巴路

的沈老先生是 7点 30分到达考场外

的。沈老先生向记者回忆起40年前送

儿子参加高考的场景：儿子高中毕业

时，也是他送的考。“我把他送到无锡，

考陆军的一所学院，去了三天，结果考

进了。那时我也曾这样站在考场外。

如今看到孩子们从容的样子，觉得时代

变了，但那份期待从未改变。现在的年

轻人嘛，有个文凭，身体健康，只要有颗

平常心，还怕找不到工作？”

“这是我们赵家第一个考大学的

人。我和老伴都兴奋得不得了，一晚

上没睡好。今天早上 6点刚过就出门

了，9号线换7号线过来的。这条线路

我们两个老人昨天已经走过一遍了，

怕今天跑错了。”75岁的赵老先生和老

伴郑奶奶是第一个到达考点的家长，

离 7点钟还差 10分钟，坐在 20路车站

的长椅上耐心地等儿子儿媳送孙女来

考试。“小孙女就是市西中学的学生，

在自己学校里考试心情很笃定的。她

擅长文科，思想上进，已经打了入党报

告。我年轻时曾在山东莱芜当了 5年
兵，后来在上海九江路的五金采购供

应站工作，因此，也希望孙女将来从事

政法类的工作。但是，不管做什么工

作，不管学什么专业，我们做家长就是

要引导好孩子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地做事做人。”

华政附中高三学生张婧萱已经拿

到了两所高校通知书，然而，今天一

早，她仍然拉着爸爸一起体验了一回

“赶考”和送考。“虽然我不用参加高考

了，但是想来现场看看最喜欢的高三

老师们、看看并肩奋战了 3年的同学

们，也想来感受下高考的氛围。”

“既然孩子想体验，作为家长肯定

是配合。”张爸爸感慨道：时间就像被

折叠了一样，一眨眼女儿就度过了小

学、初中再到高中的时光。“每个时间

节点的选择确实很重要，但是，从漫长

的人生来看，并不是唯一的关键。最

重要的是教会孩子身心健康、快乐成

长，并让这种快乐相伴一生。”其实，小

张同学中考时就面临过一次选择，当

时她的考分可以有更多更优学校，但

最终她和父母商量进入华政附中学

习。“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也

遇到了亦师亦友的老师。他们给予了

我很多成长的空间。高中三年过得很

快乐，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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