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最后一届90后遇上首次新高考
父母轻松送考：高考并非人生唯一出路，更希望孩子借此找到一条感兴趣的路

昨天是 2017 年高考首日。 早晨 8
时 20 分， 上海市静安区市西中学考点

的考生们陆陆续续走进考场。有的家长

亲亲孩子的脸颊，亲切鼓励道：“加油！”
送考的老师也与考生们一一拥抱。 9 点

整，2017 年高考开考铃声打响， 全市 5
万名考生共同经历人生的一次考验。

2017 年的高考， 被赋予了多重意

义———今年是恢复高考 40 周年， 也是

上海“3+3”新高考政策实施的首年。 而

这一届考生多出生于 1999 年， 是最后

一届 90 后考生。

“个性更鲜明，对未来发
展路径更明确”

昨天的徐汇中学门前， 20 多位身

着统一的上海中学 T 恤的学生和老师

前来送考。 上海中学高三年级组长杨

嵘说， 这些同学大多是被国外大学录

取或者已经保送国内大学的学生， 他

们用自己的方式祝福小伙伴在高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 在 5 月的等级考试之

前， 上海中学的学生们就自发设计了

送考的徽章 ， 上面写着 “相信 自 己 ，
相信上中”。

记者发现， 这届考生大多出生于

1999 年， 也就是说， 这是最后一场 90
后高考。 在杨嵘眼中，这些考生的个性

更加鲜明，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路径更加

明确，能够为了梦想不懈追求。 “3+3”
新高考模式也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兴趣

和潜能，比如文理不分科，放宽了学生

对兴趣学科的选择，学校还开设了许多

选修课，让学生在不同舞台发现潜能。
在徐汇中学考点， 送考队伍中，上

海中学高三学生范峻昊、张之奕和鲁一

逍格外引人注目。这三个阳光男孩在高

中时期就获得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一等奖，并入选国家集训队，目前已被

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
记者发现，这三名男生都毕业于沪

上公办小学，他们说学习奥数是兴趣所

在，那种攻克难题后的酣畅淋漓是种享

受。 “寻找自己的兴趣， 并为之付出努

力，结果总不会太差。 ”

“孩子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
有趣的是，这批踏入考场的考生的

父母多是 70 后、60 后。 考场之外，送考

的家长也开始回忆起自己的高考故事。
70 后家长徐女士曾于 1993 年在

老家安徽参加高考。尽管当时的考试形

式、 分值都和今天的考试有很大的不

同，但她记得，自己上考场的心情和孩

子差不多，也是“睡不好，紧张”。
徐女士提到，在那个年代，考上本

科是很“了不得”的事，而她最后考上了

师专，毕业后成了小学老师。 她直言，那
个年代参加高考，很多人是为改变命运，
有份体面工作。到现在，她更希望孩子能

通过高考找到一条自己感兴趣的路。
另一对 1969 年出生的父母 ，1987

年在老家河北共同参加了高考。他们的

女儿出生在 1999 年。 目前在同济大学

管理学院任教的妈妈清楚地记得，当时

自己语文考了 97 分的高分。 对于女儿

今天高考，两人坦言“一点也不紧张”，
一来他们相信孩子的实力，二来他们坚

信高考不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唯一因

素，“孩子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

“只要努力过，就是人生
的宝贵经历”

1999 年出生的市西中学高三学生

杜逸之昨天也踏上了考场。 她信心满

满，此前第一次外语考试和 5 月份的等

级考中，她都发挥比较稳定，这次高考，
她的心情很放松。

初三时，刚刚准备升入高中的杜逸

之和父母得知了高考即将改革的消息。
母亲田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

向，“文理不再分家了，孩子能够根据自

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和大学。 ”
“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更

不等同于成功的人生。 只要孩子努力

过，就是人生的宝贵经历。”即便在高中

阶段，杜逸之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兴趣爱

好。 她喜欢唱歌，还会用电脑软件录制

几首歌曲；她喜欢绘画，时不时会饶有

兴致地提起画笔，描绘眼前的美景。 每

年暑假，田芳夫妇都会带着杜逸之自驾

旅行。在他们看来，在旅行中，女儿既能

开拓眼界，还能感悟人生。
何女士的儿子就读于育才中学，由

于理科成绩出众被同学称为“学霸”，在
此前等级考中，他的物理、化学、生物成

绩都在 A 档。 何女士告诉记者，孩子的

备考心态比较轻松，“只要他尽力了，能
考到哪里就是哪里，我相信他！ ”候考的考生手拿复习资料， 一脸轻松。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现场直击

他们在不同时间段完成高考旅程
新高考改革下，教师、家长和考生都普遍感觉选择更加多元

从 2015 年起， 上海春季高考进行

改革，部分应届毕业生可以在春考中就

提前锁定心仪的大学；2017 年， 上海首

次实施“3+3”新高考，外语实行“一年两

考”并加入听说测试 ，考生如果在外语

首次考试中取得预期成绩，可以选择放

弃第二次外语考试。 记者昨天在采访中

发现， 今年高考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对

于上海的应届高三毕业生而言，他们可

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结束这一段高

考旅程。
提及新高考 ，不论是教师 、家长还

是考生，都普遍感觉：选择多元了，出路

更多了。

放弃外语第二考，学会一
种选择的能力

两次外语考试都不缺席，是上海大

多数高三考生的选择。 但记者了解到，
在沪上部分高中里，也有一些考生选择

放弃外语第二次考试。 这种选择，恰恰

是出于对自己升学目标更清晰的认识，
也是一种复习考试的权宜之计。

“虽然第一次外语考试的成绩并不

是所谓的高分 ， 但已经达到了我的预

期。 ”昨天，结束了首日高考考试的上海

市第八中学高三学生李寅俊决定不参

加外语第二次考试，这意味着他的高考

之旅笔试部分相比其他同学提前落幕。
“因为没有在高二年级选择地理学

科的等级考，这就意味着我要在高三下

半学期参加物理、化学和政治学科的等

级考试。 所以我的规划是，在高三上半

学期全力以赴复习外语，下半学期有更

多的时间复习其他学科。 ”李寅俊早早

就规划好了高三的复习节奏和规划。
在市八中学，李寅俊是唯一一名不

参加外语第二考的学生。 市八中学校长

卢起升对此表示尊重和支持。 他说，新

的高考改革方向，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会选择的能力。
“138 分，超水平发挥！ ”年初的外语

第一次考试过后 ，七宝中学高三 （1）班

的周昕逸对自己的外语成绩非常满意。
她决定，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相对薄弱的

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学科复习上。

七宝中学高三年级组长、周昕逸的

班主任王敏介绍说，此次全年级有六七

名同学放弃外语第二次考试。 他认为，
是否放弃外语第二次考试，可以参考这

样几条原则： 一是学生本人的意愿；二

是考生根据备考情况，“趋利避害”地选

择复习的时间和方向 ；第三 ，也要考虑

到学生的目标学校，比如周昕逸同学如

果定位是考取复旦大学或者上海交通

大学的话，那么外语 138 分的成绩应该

与目标定位相匹配，可以将更多时间用

在提升其他学科成绩上。
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戴

艺璇和程皖宜因为乒乓球特长，已经提

前锁定了目标学校。 这两位同学在外语

首考中都获得了预期之中的成绩，也放

弃了外语第二考。

高考之旅在春考完成，基
于对未来清晰的规划

时间再倒推几个月 ，在上海 ，有一

批应届毕业生早早地在春考中就考取

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 他们的高考之

旅，在这个春天圆满完成。
市八中学 2017 届男生班毕业生贺

宇成在今年春考中发挥稳定，以 342 分

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经济侦查专业。 贺

宇成的选择并不盲目 ，“我和家人研究

了一下，还特别去华东政法大学实地考

察了一番。 这个学校非常美丽，这个专

业也是近年来的热门专业， 就业不错，
也符合我的兴趣和爱好。 ”

同样毕业于市八中学男生班的黄

欣也在春考里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刑

事司法学院刑事侦查专业。 黄欣的选择

更多源于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 他坦

陈，语文、数学和外语是他的优势学科，
要参加秋季高考的话，等级考试所涉及

到的“小三门”学科反而会“拖后腿”，尤

其是高二年级已经考过的地理等级考

试成绩也并不理想。 在反复权衡之下，
黄欣最终选择了春考这条路。

“这两个男生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

的规划，这是一种进步。 ”校长卢起升对

他们的选择感到欣喜。 卢起升说，今年

市八中学共有 11 名同学在春考中被录

取，其中七八名来自男生班 ，比往年数

量稍多了一些，这是学生结合自我定位

和兴趣进行的综合选择。
春考后 ， 黄欣作为学生代表 ， 跟

随校长到各校进行男生班招生宣讲工

作 ， 还参与学校国际交流活动 ， 不断

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 贺宇成则在飞

利浦公司实习 ， 他说 ， 与社会的第一

次 接 触 既 新 鲜 ， 也 遇 到 了 不 少 挫 折 ，
每个人都有需要坚守的工作岗位和内

容， 更多要依靠自己的不断学习。
2017 届高三毕业生们虽然结束高

考的时间不同 ， 但殊途同归 ， 祝福他

们奔向光明的未来。

交警出动46支应急小分队护考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我来不及

了，来不及了！ ”昨天上午 8 时 45 分许，
距高考开考仅 15 分钟时，一女子向正在

国定东路安波路执勤的特保队员奔了过

来。原来，她是去复旦实验中学参加高考

的考生小李，从公交下来后，对周边路况

不熟，眼看考试时间临近慌了神。特保队

员赶紧通过电台与应急处突小组联系。
约 2 分钟后， 交警顾慎福驾驶摩托车赶

到。“快，上车！”约 3 分钟后，小李被送到

考点，准时赶上了第一门考试。
高考期间， 全市交警部门 “全警上

岗、全力以赴、全面保障”。 围绕全市考

点，共出动交警、交通勤务辅警、交通协

管员等“护校”力量 3500 余人次，在考点

门前道路开展“护校”工作，并组建 46 支

应急小分队对考点周边道路加强巡逻管

控、应急处突。 同时，各单位根据考点周

边道路运行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限行、
禁行、分流和单项措施，共设置临时引导

标志、标牌 270 余处，对 100 余条道路采

取间歇性交通管理或临时改道措施，开

辟临时停车泊位 4100 余个。
为给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创造良好交

通环境， 交警部门对考场周边道路机动

车乱鸣号、“闯禁令”、违法变道等交通违

法加大查处力度，实行严管重罚。同时，积
极协调城管执法部门、 共享单车企业，加
强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非机动车清运整

理，洁净考点周边道路环境。此外，接送考

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交警部门都尽可

能快速处理，为车辆送考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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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鹏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 鹏
见习记者 朱颖婕

全国卷及部分省市高考作文题
全国卷Ⅰ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
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
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
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
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
读懂中国。 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
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全国卷Ⅱ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
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杜甫）
③何须浅碧深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

流。 （李清照）
④受光于庭户见一堂， 受光于天下

照四方。 （魏源）
⑤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

说，敢作，敢当。 （鲁迅）
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无数名句化育

后世。读了上面六句，你有怎样的感触与
思考？请以其中两三句为基础确定立意，
并合理引用， 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选角
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全国卷 III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 40 周年。 40

年来，高考为国选材，推动了教育改革与
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40
年来，高考激扬梦想，凝聚着几代青年的
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 饱含着无数家庭
的泪珠汗水与笑语欢声。 想当年，1977
的高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拐点；看今天，
你 正 与 全 国 千 万 考 生 一 起 ， 奋 战 在
2017 的高考考场上……

请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
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
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
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北京卷
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 按要

求作答。 不少于 700 字。 将题目抄在答
题卡上。

①纽带是能够起联系作用的人或事
物。人心需要纽带凝聚，力量需要纽带汇
集。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
的交流、历史的传承、社会的安宁、校园
的和谐等都需要纽带。

请以“说纽带”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

理。
②2049 年， 我们的共和国将迎来

百年华诞。 届时假如请你拍摄一幅或几
幅照片来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成就，你将选择怎样的画面？

请展开想象，以“共和国，我为你拍
照”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想象合理，有叙述，有描写。可
以写宏大的画面，也可以写小的场景，以
小见大。

江苏卷
根据以下材料， 选取角度， 自拟题

目 ，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文体
不限，诗歌除外。

生活中离不开车。 车，种类繁多，形
态各异。 车来车往，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承载了世间的真情；车来车往，折射出观
念的变迁，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浙江卷
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60

分）
有位作家说，人要读三本大书：一本

是“有字之书”，一本是“无字之书”，一本
是“心灵之书”。

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写一篇文章，对
作家的看法加以评说。

【注意】 ①题目自拟。 ②不得少于
800 字。 ③不得抄袭、套作。

（本报记者 姜澎整理）

相信考生们的“预测”能改变未来
多领域专家点评高考语文上海卷作文———

今年高考上海卷的作文题目昨天

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预测，是指

预先推测。 生活充满变数，有的人乐于

接受对生活的预测， 有的人则不以为

然。 请写一篇文章。 谈谈你的思考。 要

求：1 自拟题目；2 不少于 800 字。 ”
“预测”———这个作文题一揭晓就

引起了热议，甚至有网友还写了同题作

文、微作文。对于这个作文题，不同领域

的专家有着各自的解读———语文老师

认为“温和大气、不偏不怪”；长期与国

外标准化考试打交道的国际课程老师

认为“有点托福写作题的感觉”；擅长抽

象思维的科学家说：“这样的题目可以

考出年轻人的眼界和创新思维，他们对

未来的预测可以改变未来。 ”

语文专家：温和大气，不
偏不怪，写好不易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表示，
今年作文题整体不偏不怪，给人以稳妥

大气的感觉，贴近学生的生活，具有情

景化特点。科学或人文方面积淀深厚的

同学，都可以写出好文章。
他提到， 今年上海实施新高考方

案，无论考生偏文还是偏理，优秀生都

可以有很出彩的文章。 另外，由于题目

贴近年轻考生的心理特点和思维能力，
有的学生可能会写得比较抒情。

同时，今年的题目也可以考出学生

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张业松看来，高考

承担为社会选拔人才的功能。聚焦未来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作文题目如何同时

体现科学性、人文性、思辨性和规范性，
这是今后的命题继续努力的方向。

华东师大一附中语文高级教师管

维萍则认为，今年的高考作文展现的是

不同的生活视角。 她表示，总体来说，今
年秋季高考作文题，延续去年高考和今

年春考作文命题的风格， 既温和又大

气，同时有理性思考的空间。 对学生来

说，题目有很深的哲学意味，既能引领

学生深度思考，又能呈现学生思维品质。

高中国际部教师：思辨开
放，具有国际考试作文风格

在复旦附中国际部语文教师吴晓

霞看来， 今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很

“洋气”，具有较高抽象性、思辨性、开放

性，很接近国际考试作文命题特点。 她

解释 ，“开放性”体现在“让每个考生有

话可说”，因为题目中没有规定“预测”的
对象和内容， 所以写作内容既能从生活

现象入手，也可上升到哲学思辨层面。
曾在上海建平中学国际部任职的

李 颖 分 析 了 上 海 高 考 作 文 和 SAT 作

文、托福作文的区别。她提到，上海高考

作文题一般有比较明确的关键词和答

题导向，所以“切题”且文字驾驭能力高

的考生在写作时有优势；SAT 作文则更

关注考生的思辨能力，考查他们是否能

完成逻辑自洽的论证，一般会让学生就

一个 “辩题”， 展开观点论述， 因此在

SAT 作文中，得高分的三要素是“真实

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独特的语言

风格”。 今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的出

题风格和托福作文比较类似。
上海中学国际部庄老师则提到，总

的来说， 上海高考作文和 SAT 等标准

化考试中的写作题在考察思考和写作

能力上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
这次上海卷的题目“预测”，虽然只是一

个词，但从深层次来看，接受和不接受，
反映的是不同的世界观。 对考生来说，
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笔墨来让

人接受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

科学家： 会产生令人眼
前一亮的好角度

要论在不确定性中寻找规律，并预

测未来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

常务副院长汪小帆教授很有发言权，因
为他是研究社会发展及科学工程中的

不确定性的。 在他看来，“预测”这个话

题可谈的太多了，既可以从人生小事来

谈，也可以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

未来发展来谈。
他直言，对于高中生来说，这样抽

象的题目确实有点难把握。 “他们的眼

睛可能睁不到那么大，站位也可能没有

那么高，如果没有平时广泛大量的阅读

积累，以及开阔的视野，有些学生会觉

得难以下手。”但他认为，要充分相信这

批与互联网共成长的一代，他们对未来

的预测可以改变未来。
在汪小帆看来，人生本就充满了预

测和不确定性。 人们每做一次选择，都
是基于自己对选择的预期。他坦言：“学
生可选的角度其实很多，甚至可以谈谈

对预测本身的看法。我预测一定会有不

少让我们眼睛一亮的好作文，甚至是我

们都想不到的角度。 ”
对于今年作文题，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旭红谈到，对
学生创造力的考察，取决于我们为他提

供了多少宽松的空间。 “多样性和差异

性是创新产生的前提，作文题如果能够

更多地考虑到孩子们的天性和成长的

规律，那就更好了。 ”

■本报记者 樊丽萍 姜澎
见习记者 朱颖婕

作文点评

黄浦交警在大同中学考场外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