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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班，您看这张照片！运动会那天您跑得比
我们还快呢！ ”5 月 28 日晚，安康中学大礼堂内，
高一（4）班学生王喆指着大屏幕上的照片，引得
全场欢笑。

在《难忘今宵》的合唱声中，持续 9 天的安康
中学第二届“班主任节”圆满落幕。 这个以“百廿
薪火传师道匠心 润心守望绽生命华章” 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由“一次展现风采的 T 台走秀”“一
节直抒胸臆的主题班会”“一场大爱无言的文化
展示”“一天自主管理的全面展示”“一次提升专
业的业务竞赛”“一台感人至深的故事大赛”6 个
版块组成，将感恩教育与师德建设熔铸成一场震
撼心灵的德育实践。

闭幕式舞台上， 校领导与班主任们饱含热
情；台下，学生们挥舞的双手如春风中摇曳的麦
浪———这温馨一幕，正是安康中学构建新型师生
关系的生动注脚。

在仪式中厚植尊师重教文化

5 月 20 日的开幕式现场， 一条百米红毯点
燃了师生的热情。 清晨，34 位班主任在学生的欢
呼声中款款前行，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姓
名。 早早等候的学生手捧鲜花，满心欢喜簇拥在
红毯一侧，为每一位班主任送上鲜花、拥抱和祝
福。这一刻，班主任成为舞台的焦点，成为全校师
生心中最闪耀的星星。

“红毯仪式突破传统表彰模式， 我们通过场
景重构让教育者获得价值认同。 ”该校德育处负
责人揭示设计深意。

“敬爱的班主任老师们， 感谢你们在我们叛
逆时给予包容，在迷茫时给予指引，更感谢你们
将‘教师’这个职业升华为‘育人’的崇高使命。你
们的教诲早已融入我们生命的底色，成为照亮未
来的永恒光芒。 ”学生代表王蕲林在献词中这样
说。

班主任代表陈良解在分享自己的班级管理

经验和感悟时讲道：“教育是慢的艺术，要严爱相
济，要彼此成就。我们书写的不是教案，而是人生
的序章； 手握的不是粉笔， 而是点燃心灯的火
种！ ”他号召全体班主任怀着对教育的热爱和对
学生的关怀，用心耕耘，用爱浇灌，为学生的成长
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师生之间深情的表达恰是本次活动“情感浸
润”理念的鲜活体现。此刻，“教育不是单向输出，
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照亮”被完美诠释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曾指出：“仪式感
能强化集体记忆中的情感峰值。 ”这一点在“光影
师魂”海报展中得到验证。活动当天，由学生自己
设计制作的 34 幅班主任海报整齐排列在校园中
心小广场，海报中的老师们，或伏案批改作业，或
运动会时呐喊助威。 学生们驻足观看，久久不愿
离去。

海报的另一边，学校美术教师何涛精心手绘
的班主任画像， 宛如一封写满温情的时光信笺，
也成为活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想用艺
术定格老师那些不被看见的付出。 ”何涛说。

用专业化赋能育人新范式

5 月 21 日的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现场， 一场
关于“时间管理”的主题班会正在上演。常小凯老
师将沙漏、日程本等道具搬上讲台，学生们通过
游戏直观感受时间分配。 “我们不是与时间赛跑，
而是学会把时间铸成钥匙。 ”常小凯老师的话引
发热烈掌声。 这种沉浸式教学方式，与评委组提
出的“教育即生长”理念形成呼应。

带班方略分享环节更显智慧交锋。班主任们
或聚焦班级文化构建，或深耕家校协同育人。 育
人故事分享中，班主任们用细腻的语言讲述了与
“特殊学生”的暖心互动经历，一个个真实故事折
射出教育者的智慧与温度。整场比赛不仅是育人
成果的展示，更在思维碰撞中为班主任专业成长
搭建了互学互鉴的平台。

由学校相关领导与往届省赛优秀选手组成
的评委团，严格对照评审标准，从班会设计的创
新性、实施过程的流畅度、育人效果的渗透力，以
及带班方略的系统性、故事讲述的感染力等多维
度，对选手表现给予客观公正评分。 评审中，评委
们结合自身丰富经验，针对选手在情境创设合理
性、案例选取典型性、情感表达感染力等方面存
在的细节问题一一提出优化建议，既肯定亮点又
直指不足。 选手展示与评委指导交相辉映，让赛
场成为兼具专业性与成长性的智慧交流平台。

比赛结束后，班主任魏荣康表示，将继续深
耕班级管理实践、增强家校协同效能，以新课标
理念为指引优化育人路径，在日常带班中深耕细
作、精研策略，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以
更饱满的热情与更专业的姿态，推动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再上新台阶。

“这场以专业赋能为核心的能力淬炼， 不仅
彰显了新时代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践智慧，更在
‘经验-反思-创新’的螺旋式上升中，为构建高
质量教育体系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动能。 ”
安康中学党委书记张善军这样说。

在情感共鸣中深化立德树人实践

在高二年级一场特殊的班会上，学生们设计
的“角色互换”游戏让现场笑泪交织。 当平日严肃
的老师戴着头饰跳舞时，学生用相机镜头记录下
最美的画面。 这种互动，恰是副校长赵晖强调的
“双向成长”理念的具象化呈现。

闭幕式现场“讲讲我的老班故事”中，5 位学
生代表依序登台， 分享与班主任相处的日常：有
自习课上的耐心陪伴、 有运动会上的并肩奔跑、
有领奖台上的短暂拥抱、有下课走廊上的开怀大
笑……台下掌声与欢笑交织，师生情谊在回忆中
悄然流淌。

在“班主任体验日”暨 “学生自主管理日”活
动中，学校统一将级部副主任以上校领导分配至
各年级担任临时班主任，原本的班主任除正常教
学外，全天不参加班主任会议，不进行任何的班
级事务管理。 “班主任就是安康中学这片沃土上
最辛勤的园丁。 ”安康中学校长朱平在担任临时
班主任这一角色后深有感触，他说，班主任不仅
是班级的“管理者”，更是点燃未来的“点火人”；
不仅是校园里最温暖的“守望者”，更是学生青春
故事的“书写人”。 期待未来班主任工作能在自主
管理的探索中更加高效、从容，让师生共同成长。

当师生间的温情互动在校园内绽放，家校协同
的育人合力也在同步生长。这种由内而外的教育生
态优化， 正在书写着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生动篇章。
记者了解到，该校通过构建“六纵六横”机制，积极
贯彻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理念，形成了优秀的家
校育人师资团队，家长的教育主体意识和育人能力
有了较大提升，家校关系更加和谐，家校社协同育
人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2022年，该校家长学校被授
予安康市首批“示范家长学校”称号，2023 年该校
被评为安康市首批“立德树人示范校”。

从红毯上的鲜花到基本功大赛的智慧交锋，
从海报展的创意迸发到故事大赛的泪光闪烁，这
场持续 9 天的德育实践，不仅重塑了师生关系的
生态，更探索出“情感-专业-文化”三维互育的
新路径。 正如学生合唱的《不完美小孩》所昭示
的：教育的真谛，或许正在于用不完美的坚守，成
就彼此向完美靠近的旅程。

主题班会上，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对班主任老师表达感谢之情。

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上，老师们“各显神通”。

师生的笑脸就是双向奔赴的最好印证。

师生共进 ：一场教育的双向赋能
———安康中学第二届“班主任节”纪实

记者 郭飒

近期， 由普通中性笔改装而成的仿真
度 90%的可发射“笔枪”，在校园悄然流传，
已引发多起意外事件。从 10 岁男童被笔芯
误伤眼部，到学生嬉戏时被“笔枪”误伤，这
类看似新奇的“创意手工”，实际反映出校
园安全管理与网络内容监管体系需要进一
步完善。

“笔枪”的传播存在现实成因。 单价仅
2 元的中性笔作为基础材料极易获取；社
交媒体平台部分创意制作视频未充分提示
风险，借助算法形成特殊传播路径。正如华
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海涛教授所言， 此类
内容可能产生误导效应， 内容创作者与传
播平台应加强责任意识。

当前 校 园 安 全 管 理 机 制 面 临 新 挑
战。 虽然家校多次强调规范使用文具，但
相关制品仍有存在。 究其原因，一是传统
安全教育形式有待创新 ， 需更贴近青少
年的认知特点 ； 二是日常管理存在改进
空间 ， 常规检查难以辨识经过改造后的
文具的潜在风险 ， 显示出管理手段需要
与时俱进。

网络监管的缺位同样是“笔枪”传播的
关键。目前，平台对“手工教学”类视频审核
标准有待细化， 针对未成年人的内容保护
措施尚需健全。任海涛教授提出的“技术界
定+专家评估”双重审核模式，为破局指明
方向：运用技术手段筛查危险内容，对高风
险视频设置年龄限制、强制安全提示，并规
范内容创作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学
校作为教育主阵地，需创新安全教育模式，
将文具规范使用纳入日常管理。 社会则需
完善网络内容管理制度， 引导文具行业优
化产品设计。通过从源头阻断隐患，构建系
统化的治理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任何
环节的疏漏都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唯有以
更前瞻的风险预判、更科学的制度设计、更
严格的执行力度，方能筑牢安全防线，守护
校园一方净土。

开幕式上，班主任走过红毯，学生纷纷递上手中的鲜花。

6 月 7 日，2025 年高考大幕拉开。语文科目考试的作文
题再次引发关注和讨论。

今年作文题有哪些突出特点？ 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
新趋势新导向？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和一线教师
展开解读。

考查重点：语文素养、时代意识、家国情怀

2025 年高考语文共有 5 套试卷。 其中，教育部教育考
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 2 道作文题，上海、天津各
命制 1 道，北京命制 2 道和 1 篇微写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
题坚持价值引领，紧扣时代脉搏，彰显学科特色，重点考查
语文素养、时代意识与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全国一卷作文题选取了三段和抗战有关的材料，
将考生的视线拉回到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发对民
族精神传承的思考。

此外，全国二卷作文题鼓励考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天津卷以大家熟悉的车轮、辐条等为意象，推动考生思考
向心力、凝聚力对个体成长、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坚持立德树人， 这些试题注重引导考生树立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可以激发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的
力量。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另一亮点。
例如 ，上海卷作文题围绕专业文章 、通俗文章 、传世

文章展开 ，与当下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 ；北京卷则从运
动员中长跑时会出现的 “极点 ”反应 ，以及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比赛记分牌 、 车站电子时刻表等角度出发命
题。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与考生的日常经验比较贴
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分析表示，“当前，传播手段
非常丰富，许多网络文章被广泛转发，不少经典作品也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若对当前文化传

播有一定程度了解，便可以打开思辨空间，写出言之有物的
文章。 ”

在专家看来，这些题目的材料指向既可以是现实的，又
可以是想象的，由现实展开想象，由想象观照现实，考生可
以从自身生活经验谈起，切入的角度很多。

考查能力：让有洞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让模
式化的表达无处藏身

深入分析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不少专家认为，在数智化
时代，试题更加聚焦情感体验、日常积累、实践参与等无法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特质，注重考查考生的思维深度。

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的三则材料各有侧重，又相互交织，
对任何一则材料的深入体会，都会影响对其他材料内涵的
认知；上海卷作文题中，“专”“转”“传”三个字的意义，则可
以体现考生对古汉语的思辨性理解……

“题目不教条，对考生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说。

不仅拓宽思考空间，同时注重情感体验。
为老师设计教师节奖项 、以 “轻 ”为题目写作小诗或

抒情文字，北京卷的微写作直指生活小事 、细微体验 ；向
别人讲述自己的梦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梦 、以行动实现
自己的梦 ，全国二卷作文题则引导考生把笔端对准 “自
己”……

把笔还给人，我手写我心。“写作不止展现理性的力量，
更需要‘走心’。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
试题注重内容的真诚性与独特性，要求考生用富有节奏感
的文字、典型的细节、可感的形象传递真情实感，回应了语
文教育中“真实表达”的诉求。

在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李奇看来，今年的
作文题既考查语言功底与思维深度，又为考生提供展现个
性、抒发真情的舞台，“有利于展示不同思维状态、不同思想
水平学生的纵深思考，让有洞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让模式
化的表达无处藏身。 ”

折射导向：减少机械刷题、鼓励创新表达、促进
全面发展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 都可以折射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育
的发展和趋势。多位受访专家和一线教师认为，今年的作文题
同样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语文教育提供了新参考和新导向。

衔接教学，促进课堂提质———
在有关专家看来，以作文题为代表的 2025 年高考语文

试题注重与教材的关联， 致力于引导一线教学用好统编教
材的同时学以致用。

例如， 全国一卷作文题的第二则材料选自艾青的名篇
《我爱这土地》， 这首诗正是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的篇目之
一。 专家认为，这类试题要求学生在重视课堂学习的同时，
做到对课内教学内容融会贯通，扭转机械刷题、以练代学的
不良习惯；也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开展深度教学，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

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表达———
纵观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不少专家发现，越来越多题

目不在审题立意上设置门槛， 而是更加注重激发考生活跃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开审题立意的多维空间。

“从中也反映出语文教育的趋势是引导学生创新思维，
大胆联想和想象。”李奇说，“这启示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引导学生从苦练苦背型学习，转向探究运用型学习，从
而提升学生的思维整合力、思考纵深度。 ”

提升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从古代诗歌到现代诗歌，从观察生活到深入论证，专家表

示，今年的作文题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引导学生
不断提升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实现全面发展。

在柳州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朱秋清看来， 今年的高
考作文题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较高。 “未来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既要帮助学生打牢基础，也要引导他们更加关注现实、
思考人生，充分调动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让学
生可以在课堂教学、日常阅读、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中实现
更加全面的发展。 ”

解析 2025年高考作文题：折射语文教育哪些新趋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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