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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楠

走下高考考场，18 岁的向欣仪奔向父亲。
3 年前，她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这场大

考，对父亲，有责怪，有抱怨。
三年来，她走进父亲的考场，走向自己的考

场，对父亲，有了理解，多了敬佩。

冲 突

2017 年 3 月，湖南岳阳平江县农业农村局科
教股的向彩旺接到通知，组织派他到县里的大洲
乡上洲村驻村扶贫。

向彩旺内心有些犹豫，女儿向欣仪还有 3 个
月就要中考，正是备考冲刺阶段。从女儿出生以
来，父女俩分别时长从未超过半个月，况且现在又
是升学的关键时刻。

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抽烟，犹豫了两个晚上，
这位有 20 年党龄的转业军人没跟组织提任何想
法，一头扎进了村里。

一去就特别忙，挨家挨户走访，帮村民寻找致
富产业，开展贫困户“四类人员”集中清理……村
庄面积近 20 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个小乡的面积，
834户村民住得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来回都要半
天。尽管开车回家只要一个小时，但工作太忙，有
时半个月难得回一次家。

女儿下晚自习，爸爸在乡下，妈妈上晚班，老
旧小区静且黑，小姑娘一个人回家，心里害怕，给
爸爸打电话，没聊几句，村里人又找过来了。

女儿中考没考好，只差 1 . 75 分，跟平江县最
好的高中失之交臂。她生平第一次责怪父亲，“如
果你在家，多陪陪我，多管管我，我应该可以多考
两分的。”

向彩旺也有自责，但忙碌让他无法顾及太
多，只能安慰女儿，“到平江二中也好，当尖子生
嘛！”

不过，“当尖子生”的美好期望很快就被打破。
高一上学期，女儿成绩直线下降：入学时在

年级排 60 多名，开学摸底测试掉到 300 多名，期
中考试掉到 5 0 0 多名，期末考试掉到了 9 0 0
多名。

带着一身疲惫，向彩旺赶回家，第一次对女儿
发脾气，甚至拿起晾衣竿在女儿腿上打了两下。

“她不吭声，拉着个脸，也不哭。”向彩旺看着
女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父亲的倔强让他放不下
面子，用生气掩饰愧疚。走出女儿的房间，回头看
了一眼，女儿开始哭泣，大颗大颗的泪珠滑过脸
庞。那一刻，向彩旺的心痛得揪成了一团。

夜色深深，万籁俱静，向彩旺的脑子嗡嗡响了
整晚，第二天一早带着红肿的眼睛又下乡去了。

和 解

2018 年，我国进入到有史以来贫困县摘帽最
多的一年，最终有 283 个贫困县在这一年完成脱
贫摘帽。作为其中之一，平江县迎来当地脱贫攻
坚压力最大的一年。

向彩旺和他的同事们在村里持续着“难以想
象的忙碌”。上洲村 834户 3495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 280户 956 人，山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水田，
山上土层薄，靠山吃山都做不到。要往县城搬迁安

置 45户，在村内搬迁安置 67户，要为 27户“五保
户”建房，还要种植 50 亩猕猴桃。

白天忙得昏天暗地，到夜深人静，女儿的事情
浮上心头，他难以释怀。周末回家，女儿跟他似乎
有点距离，但是当他累得在客厅沙发、床上和衣而
卧时，睡眠浅的他能感觉到女儿轻手轻脚过来，给
他盖上被子，轻轻摸一下父亲的脸。

当女儿转过身，这位中年汉子的眼角泛出泪
花。工作家庭难以兼顾，他跟局领导也委婉提过，
领导表示理解，但扶贫时间紧、任务重，阵前换将
是大忌。

对女儿的愧疚难以化解，他希望女儿能理解
自己。

他带女儿到村里，沿着一条条山沟，看自己和
同事正在做的事情：贫困户的旧房和新房，贫瘠的
农田和挂果的猕猴桃园，陡峭坑洼的山路和平坦
整洁的村道……

向彩旺内心忐忑，不知道女儿能否理解
这些。

来到对口帮扶的贫困户张劝根家里，对方
也是父女俩，小姑娘正上小学四年级，瘦瘦小
小。走进家门，向彩旺看到桌上两个菜，一碗炒
虾米，一碗青菜。他跟老张打趣，“今天有大餐
啊。”老张连忙拉凳子，招呼客人坐，“是我女儿
过生日咧，加了个餐。”

走出老张家，女儿靠过来，抱着爸爸的胳
膊，欲言又止，“爸……”

“嗯？”
“他们过生日，这么寒酸啊。”
“是啊，贫困户嘛，所以爸爸要帮他们。”
“爸爸你真了不起！”
回来当晚，向彩旺听到隔壁房间的女儿辗

转反侧。
接下来，女儿的成绩开始反弹，从 900 多名

到 300 多名，再回到前 100 名。

激 励

女儿恢复了跟父亲的亲密。向彩旺
周末回家，女儿做完作业，抱着水果盘，
靠在他身上，把切好的水果不断往爸爸
嘴里塞。久而久之，以前受不了榴莲气味
的向彩旺，成了榴莲爱好者。

愧疚依然在。女儿步入高三，要上晚
自习。南方雨水多，妻子不会开车，晚上
又不好打车，只能走路去接。每逢大雨，
除了书包和头发，母女俩经常淋得浑身
湿透。女儿有次被淋湿后，生病发烧，打
了两天针。猕猴桃产业园有事走不开，他
周末才回到家，看着瘦了一圈的女儿说，
“对不起，都怪爸爸。”女儿挽着他胳膊，
靠在他身上，“爸，你放心，我还好。”

向彩旺后来又带女儿去过张劝根家
里。路上，反倒是女儿提醒他，“爸爸，我
给那个小妹妹买点东西吧。”那一刻，他
意识到女儿不仅理解了他的工作，还把
扶贫济困融入自己随青春一起成长的价
值观中。

向彩旺还不知道的是，政治课上，老
师讲到了精准扶贫。下课后，女儿跟前后
座“宣布”：我爸爸就住在村里，做精准
扶贫。

在迎战高考的考场，在扶贫的考场，
父女俩走过了那一段冲突，走向了相互
理解、相互鼓励，最终相互激发，啃下一
块块“硬骨头”。

女儿的成绩回到年级前 100 名后，
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要想再往前，就必须
在短板科目——英语上突破。今年复课
后，孩子 5：35 起床，比上学期提早 50
分钟，把这个时间用来背英语。听妻子
说，孩子每天早上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就
背着书包往门外走，向彩旺非常心疼。

向彩旺自己也在村里啃下一块块
“硬骨头”。2019 年年初，上洲村宣布脱
贫出列。易地搬迁任务全部完成，原来不
愿意搬的村民，现在打来电话感谢扶贫
队。住进新房的孤寡老人，看到扶贫队员
们，脸上都笑开了花。

今年，由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村民
外出就业一度受到影响，向彩旺与同事
努力对接协调后，问题陆续得到解决，村
里暂未脱贫的 7户 22 人也有信心在年
底全部脱贫。

女儿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果，虽然还
有些不稳定，但发挥最好时，英语成绩比
上学期能多十几分。

这两天高考，向彩旺三年来第一次
请了两天年假，陪女儿参加考试。坐在考
场外，他思绪飘飞，“女儿高中毕业，以后
要离开我们，离开家乡，想想有些难过。”

女儿并没想要离开他们，父亲是她
的榜样，“我以后想当一名老师，老师可
以帮助很多人。”

两场“大考”中的“父女兵”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记者胡浩、赵琬微、谢樱）8 日
下午，2020 年全国高考在大部
分省份落下帷幕。今年高考重
点考什么？命题有哪些特点？反
映出何种趋势？新华社记者就
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一线
教师。

更注重体现时代特

色，引导学生“心怀家国”

将重大社会生活事件有机
融入试题，体现时代特色与发
展成就，是近年来高考命题的
趋势。这在今年试题中尤为
凸显。

2020 年，最难忘的是全体
国人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些考题聚焦个体对社会的责
任与价值，引导学生设身处地、
心怀家国。

思想政治全国Ⅰ卷的考题
以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为背景材料，要求学生分析
诊疗方案的变化所反映的对新
冠肺炎的认识，旨在引导学生
树立遵循规律、尊重实践、追求
真理的科学精神。

数学新高考Ⅰ卷、Ⅱ卷都
有题目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
究成果或复工复产指数数据
相关。

结合生物学科特点，高考
生物试题有机融入新冠疫情素
材，从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免
疫应答、疫情防控措施中的生
物学原理，以及疫情所致的生
活方式改变和影响等方面进行
考查。有英语作文以“外籍教师
因疫情滞留英国”和居家学习
为背景命题。

国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
生产生活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
成为今年高考试题的重要素
材。以物理试卷为例，我国自主
研制的运-20重型运输机、“嫦
娥四号”探测器、清洁能源的应
用前景等内容出现其中，极富
时代性、前瞻性。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
这一最新消息，也出现在高考试卷。“以北斗三号的消
息为素材，就是要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创新动向，关心时
代发展成就。”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高级教师夏宇
称，学生们应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更注重考查关键能力，聚焦学生“终身发展”

高考连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高考“怎么考”不
仅引导中学“怎么教”，更会影响学生今后大学“怎么
学”甚至未来职场“怎么做”。2020 年高考更加强调考
查学生关键能力，聚焦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关键
素养。

发言稿、演讲稿、书信……今年的 11 道高考作文
题中，近半要求学生以应用文文体完成。“这体现了语
文学科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的结合。”四川省成都市树
德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袁学民说，语文要学以致用，要
能为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提供助力。

在信息化时代，甄别、整理、评估、利用信息成为一
项关键能力。语文全国Ⅰ卷实用类阅读聚焦“新基建”，
要求学生迅速准确地从多个文本中全面获取这项政策
的出台背景、基本内涵、发展前景和国际反响等信息，
加大了对相关能力的考查力度。

今年高考，多学科试题均加强了对批判性思维、历
史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如历史全国Ⅰ卷试题描述了
我国近代经济领域度量衡不统一的混乱状况，要求学
生用辩证的眼光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
区域差异性，透过现象探究本质；地理全国Ⅲ卷以毛乌
素沙地环境演变为背景，要求学生从自然和人文两方
面对沙地、湖泊景观转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辩证看
待人地关系……

“今年高考试题高度重视辩证思维能力考查。”湖
南师范大学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明说，“很多题目不
单单是某一知识点的考察，而是要求考生参照现实，运
用多方面知识，以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思
考问题，得出正解。”

“场景丰富、联系现实，多科目考题巧妙地将知识
点融入到现实案例中，培养批判、辩证思维能力，这也
是高考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创新能力
的体现。”湖南省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教师王赤说。

更注重汲取传统精华，鼓励学生“活学活用”

此次高考，传承文化精粹、增强文化自信的理念贯
穿在各地试卷中。齐桓公、管仲、鲍叔等人物的历史性
陈述，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步辇图》、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工艺、徽杭古道旅游资源
的开发价值等，纷纷出现在各地高考试卷中。

化学全国Ⅲ卷试题以《千里江山图》中典型绘画颜
料化学知识为情境，考查学生对化学知识掌握应用的同
时，激发学生对传统艺术的兴趣；全国Ⅰ卷和Ⅲ卷有试
题分别以中药材提取物为背景，在考查有机物的结构和
性质同时，展现中医药的魅力与效用，弘扬中医药文化。

多名教育专家指出，汲取传统文化营养，不能止步
于听听故事、背背诗词，更核心的是要“人能弘道”，善
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服务于新时代新征程。

历史全国Ⅰ卷有题目围绕西魏能臣苏绰的事迹创
设情境，展现其克己奉公、推行改革、选贤任能、为官员
建立行为规范的史实，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
极历史作用，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Ⅱ卷试题呈现了
清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海河流域的治理举措和效
果，用事实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越性。

“总体来看，今年的试卷突出文化立意和能力立
意，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体现出‘以考育人’、
立德树人的教育导向。”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高
级教师徐南南说，这些命题趋势对今后教学也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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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彩旺（左）在湖南岳阳平江县家中将做好的宵夜端给女儿（7 月 3 日摄）。

▲在湖南岳阳平江县第二中学，向欣
仪（中）在教室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7 月 3
日摄）。 均为本报记者陈泽国摄

▲在湖南岳阳平江县大洲乡上洲村，向
彩旺（左）在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 7 月 3 日
摄）。

新华社长春 7 月
8 日电（记者李双溪）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各
个高考考点上，有这
样一群陪考者，在现
场送上一个拥抱，一
句祝福，陪同考生一
起“乘风破浪”。他们
是各个学校的高三教
师，也是考生们口中
的“男神”“女神”。

“转发这个张大
姐，数学题你都会
解。”数学开考前，东
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考生张淙源发了一条
朋友圈。“张大姐”叫
张淑峰，是他们的班
主任，也是大家心目
中的“女神”。

7 日下午，张淑
峰早早赶到长春市十
一高中考点，与现场
的 40 多名考生一一
拥抱加油。“有张大姐
在现场，我们心里特
别踏实。”张淙源说。
“张大姐”的神奇之处
在于能让文科生们爱
上数学。很多文科生

都不擅长数学，但“张大姐”总是鼓励他们。“她每
次夜里批完卷子，都会写上鼓励的话，并拍照发给
我们。每次读到这些都非常感动。”考生杜泽涵说。

张淑峰说，高考前很多学生非常焦虑，一些家
长不敢跟孩子沟通，多次求助她和学生谈心。她不
会给考生压力，只会在微信上发一些暖心的话：
“你们是最棒的，只要沉着应战，你们的人生一定
是单调递增曲线。永远爱你的 s i s t e r 张（张大
姐）！”看似简单的话语，却给了学生们很多力量。

胡明浩是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物理教师，
是学生们心目中的“男神”。他的物理课常常结合
科幻大片，比如，计算《流浪地球》中行星发动机推
动地球需要多大力，深受学生欢迎。8 日，他也在
考点给考生们打气。“高中三年，我们与学生朝夕
相处，有我们在场，他们会更加自信。”胡明浩说。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主任徐微一
天跑了 4 个考点。她表示，全校高三年级有 80 多
名教师到考点给考生们加油鼓劲，有的考点只有
两名考生，也有教师到场陪伴。“让学生带着老师
的祝福去‘乘风破浪’。”徐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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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 延 期 之 后
安徽歙县考区现场目击

8 日 17 时，全国高考外语科目考试的结束
铃响起。歙县二中考点外，小雨已停，考生小叶
背着书包快步走向迎上前的母亲，“今天发挥还
行，希望明天继续加油！”

与其他考生迎来放松时刻不同，安徽省黄
山市歙县考区 2000 余名考生 9 日将进行延期
的两场考试。

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7 日
凌晨，歙县遭遇洪涝灾害，道路受阻严重，该县
大部分考生未能在上午抵达考场。报经教育部
批准，歙县考区原定 7 月 7 日语文、数学科目考
试延期举行。

为应对变化，歙县县委县政府紧急组织教
育、交通、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制定应急交通路
线、准备备用考点、疏导考生心理等。

7 日夜间至 8 日凌晨，40 多名民兵连夜搭
建两座应急交通浮桥。其中，通往歙县二中的浮
桥长达 300 米。“一旦洪水‘上路’导致道路受
阻，浮桥可以应急使用。”25 岁的民兵何鹏刮了
刮鞋子上的泥浆，弯下腰推着浮筒向前拼接。

天不知不觉间亮了。 8 日，歙县考区综合
与外语两场考试正常进行。在歙县二中考点
外，考生家长卢女士目送孩子进去后，一直舍
不得离开。她身着旗袍，笑着说寓意“旗开得
胜”。不远处，交警、志愿者们正在维持交通
秩序。

对于考生和家长们关心的延期考试，教育
部考试中心 8 日通报：经综合研判，报教育部批
准，同意该考区于 9 日启用 2020 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数学（文、理）科目副

题进行考试。副题的命制标准与正题
一致。

歙县县委县政府表示，将严格落实
试卷运送、试卷保密、试卷分发和回收
等环节的要求，确保试卷安全、考试顺
利。根据考试安排， 9 日上午为语文科
目，下午为数学科目。由所在考点学校
统一安排，提供免费午餐和临时休息点
供考生选择。

歙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卫国介绍，
当前该县 40 余支应急小分队、40 余辆
应急车辆、30 余艘冲锋舟等 24 小时待
命，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记者张紫赟、周畅、陈尚营、姜刚）
新华社合肥 7 月 8 日电

新华社西安 7 月 8 日电（记者李浩）高考首
日，西安市“的哥”王锋利早晨 6 点多就已经将
车停靠在他即将一对一接送的考生家门口，从
后备厢取出前一天采购的矿泉水、小药箱、中性
笔、橡皮擦等物品。

“我已经连续 8 年为考生专车服务了，但每
次心情都和当年送自己儿子参加高考时一样紧
张。”王锋利不时地掏出手机看着时间。

王锋利 7 日、8 日成了两位考生的“专车司
机”。“我想接送更多考生，但又怕人多了时间
紧，耽误了大事。”他说。

与第一位考生杨佳明一见面，王锋利反倒
忘了刚才反复斟酌的几句鼓励词，赶紧先递上
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妙笔生花，金榜题名，相信
自己，一定能行，加油！”

另一位考生王文韬的父亲王炳星前段时间
突发神经性疾病，导致左眼视力模糊。让他最担

心的还不是病情，而是怎么送儿子高考。“太感
谢了！解了我心中难题啊！”王炳星一见到王锋
利，便紧紧握住他的手。

送完两位考生，也不敢再接单，王锋利把车
又开回到杨佳明家楼下，静静等待 11 点的到
来。“万一乘客目的地远，咱又不能拒载，干脆
‘歇业’等着中午给娃送饭。”11 点，距离首场考
试结束还有半小时，王锋利准时拉着杨佳明妈
妈准备的烧带鱼、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在考
试结束前赶到了考场。

王锋利参加的“爱心送考”活动由西安市出
租车协会组织，持续开展了 19 年，已经成为西
安出租车行业的一项传统公益活动。在高考期
间，考生凭“2020 年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西
安市区的全部 1 . 5万辆出租车，送考产生的费
用由各出租车企业承担。

此前，西安出租车协会还发出公告，将派出

优秀驾驶员为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和
出行不便、家庭困难或有特殊情况的考
生提供一对一上门免费接送服务。

与往年不同，今年西安的 6000 辆网
约车也首次加入“爱心送考”活动。据了
解，曹操出行、首汽约车、神州专车三家
网约车平台旗下所有网约车都参与活
动。高考两天，考生凭“2020 年高考准考
证”即可免费乘坐，送考产生的费用由平
台承担。

8 日，晨曦微露，王锋利比前一天出
发得更早。他在爱心送考前，还接送了一
位 89 岁老人去医院做透析。这位老人今
年与王锋利结成对子，老人定期看病都
由他免费接送。“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出租
车司机、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满满的荣誉
感。”王锋利自豪地说。

西安“爱心送考” 的哥为梦护航
1 . 5 万辆出租车、6000 辆网约车考生可免费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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