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社会思品，今年是最后一次实行开卷考，明年起将采取“半开
卷”形式，只允许学生携带经自己整理书写的材料，且仅限于2张A4纸。

浙江省教坛新秀、四眼碶中学陈家晶老师对今年的试题进行了点评：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今年的中考“社会卷”继续保持综合性、人文性、时

代性、地方性的特色。从表象来看，从来都是跟着社会热点走，特别是见诸
报端的时政大事。今年的试题，如兰渝铁路、塞罕坝、宪法修正案等，都曾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关注热点、与时俱进，是“社会卷”的活
力源泉，更是学科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热点不回避，重点考能力。试题坚持能力立意、重视正确价值引导，将
知识、能力、素质考查融为一体，充分展示学科核心素养，发挥以评促教、以
评促学的功能。例如，看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塞罕坝林场”一题就不难
发现，既考察了学生对其中关系的认识理解和应用，也体现了对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

今年是开卷考最后一年，接下来是“半开卷”时代。对学生而言，无论
哪种考试方式，平日里都要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应用，对所学知识有理
解有归纳、有分析有综合，形成一个知识网，提升学习力。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英语的考题总体还比较简单。有学生反映，
完形填空有点难，作文要求有变化，往年是议论文，今年是记叙文。

5万余名学生昨日参加中考

今年的作文有看点
“幸福的约束”着重考查思辨能力

昨晨6点50分，阳光大好；2018年的中考，如期而至。
今年，全市报名参加中考的学生有5万余名。除去保送生和部

分提前录取的学生，宁波中心城区考生有1.5万余名。全市共设
114个考点，1738个考场。

昨天早上7点35分，宁波钟公庙中学外“门可罗雀”，交警、协
警都在现场各自忙碌，零星才有几名家长出现。在考点后门的小
路上，十几辆大巴车列队排放在道路一侧。有家长称，孩子7点半
就进入考场了。

早上7点50分，记者来到宁波二中考点，这里同样一片安静。
在门口执勤的，是海曙交警大队的民警们，他们提前在道路上设置
了各类引导标志，现场指挥车辆有序停放，还派了警车应急。“到荣
安中学考点也巡逻了，都非常平稳，没事就是最大的好事。”海曙交
警大队高警官表示。

试
题
分
析今年的中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幸福的约束”。昨天中午，本报邀请我市

语文学科骨干教师、海曙区名师古林镇中学陈烈燕予以点评：
今年中考大作文，延续了我市中考作文一直以来话题贴近学生生活、

温和亲切的风格。同学们觉得这个题让他们感到轻松，因为生活中关乎幸
福的思考或经历都曾有过。从文体来看，同学们写记叙文、议论文的都
有。从题目设置来看，10年来，除了2012年作文题“你是我的一本书”，几
乎每一年的作文题之前都有材料、情境的设置。而今年，又回归文字的极
简。可是文字极简背后有玄机，那就是可贵的思辨意识。

“幸福”与“约束”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词语，从短语的构成来看，“约束”
是落脚点，“幸福”是修饰语。也就是在作文中要能体现怎样的“约束”不失
为是一种“幸福”。这种约束，在同学们的生活体验中，最为常见的是来自
父母、老师等长辈的管束，关系到同学们怎样看待这种理念的不同。

这种约束也可以是社会层面。近年来，教育越来越重视公民素养的培
养，当同学们的眼光从校园关注到社会，会意识到这个社会越来越完善，因
为有些必要的约束来自于法律法规的健全，来自于社会正面价值观的指引。

总之，这是题目简约但不简单，兼具感性和理性，写作的过程会是一个
有益的体验，它引导同学们带着思辨的意识去看待生活、理解生活，带着换
位意识去感触有温度的情感。

语文：作文写“幸福的约束”
题目简约但不简单，思辨性强

历史与社会思品：
读书看报怎会过时？关注热点是学科魅力

扎扎实实育人

作为学校重点建设的专业之一，轨道专业承载了校企
双方共同的希望。双方以校企“六协同”（培养标准协同制
订、文化融合协同担当、课程资源协同开发、校企课堂协同
培养、实训基地协同建设、师资队伍协同培育）为人才培养
路径，在“招收学徒入学、学徒入岗现场学习、四类学徒岗
企业轮训、学徒顶岗实习、选拔学徒入职”五个环节有效推
进。

专业负责人曾鹰老师说，轨道专业现有14名专任教
师，高级职称5人，“双师”素质教师10人，硕士学位教师1
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深度参与学生
培养，聘请了12名地铁、铁路企业的技术专家及工人技
师，在“宁波市首席工人”马世勇技师的带领下担任兼职教
师，助力轨道学子的工匠梦想。

快快乐乐学习

在这种“双主体”育人模式下，轨道学子的专业成长变
得非常清晰。2017级的张璐楠介绍说，作为高一学生，教
室的布置让她大开眼界。整个教室随处可见城轨元素。

教室外的墙壁上有标识班级成长之路的轨道线路。讲台
上摆放着轨道列车的模型，前后黑板都画有列车。班级公
约以“乘客须知”的形式出现在墙面上，墙面上还贴有世界
各地的特色地铁站的照片。这些专业特色鲜明的布置，无
时不刻提醒着“张璐楠”们自己是一名“轨道人”。

让2014级陈煜同学印象最深的是上学期的《交通规
划》课。这门课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老师来
校授课。市职教中心学校徐瑛副校长介绍说，学校与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在高中阶段
套读完大学课程，经过考核后，将得到工技大的大专文
凭。他说，这种与企业、高校共建的“轨道交通人才培养协
同创新”的尝试，为学子们的成才搭建了立交桥。

2016级陈泫而则在轨道志愿者服务中享受着快乐。
她说，学校的所有轨道班会轮流到站点进行志愿服务。入
学后的三个学期，她已经累计服务了40个小时，“迎来送
往”之间，她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的思考，更加喜
欢自己的专业了。

开开心心工作

已经毕业的周武斌，目前是倪家堰站的一名站务员。
当记者问起周武斌的收入时，他说，自己是轨道一线最基
层的新员工，实到手的月薪是4000元左右。

同样月薪4000元的，还有毛程煜。他是2012级轨道
机电专业毕业生，也是轨道运营公司的一名新员工。他的
工作是2号线云霞路站低压400伏以下机电设备的维
护。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说现在属于基层的维修员级
别，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可以晋升工长、工程师、主管工
程师等。目前工作两班倒，分白班晚班。算下来每个月至
少可以休息10天。

在对周武斌和毛程煜的采访中，他们还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自己的学姐——2011级的陆恺雯。这名文静的女
孩，于2015年7月正式入职。经过努力，如今的她已经连
升两级，是城隍庙站的值班站长了。她说，他们的工作时
间比较特殊，是“四班两运转”。即在4天一个作息轮回
里，共安排4个班组，早晚班轮流负责站内运营服务。

收入稳平台好

宁波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蔚认为，学
校之所以成为国内接受该公司订单委培学生最多的中职
学校，原因在于学校专业定力强，专业定位准。公司对毕
业生评价是“到企业就能用，一用就能成功”，为此，双方的
合作不断深入。从2010年的50人扩大到2017年的650
人。专业方向不断拓展，学校目前共有轨道交通专业“订
单班”14个，从开办初期轨道交通运营一个专业方向发展
为轨道交通机电、轨道交通运营、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三
个专业方向。

就在去年，时值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60周年校庆之
际，学校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城市轨道学院，以
高职带动中职，分段培育高学历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毫不夸张地说，结合学校培育学生“手中有艺，腹中有
墨，肩上有担，目中有人，心中有爱，脸上有笑”的“六有”育
人理念，市职教中心轨道专业
正以城市轨道的速度不断发
展，成为学校乃至宁波职教圈
的一大品牌。难怪在学生中流
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轨道专
业）学得好玩得爽，在校快乐成
长。收入稳平台好，毕业青春
飞扬。

边城雨 徐剑军

和宁波城市轨道交通一起成长
——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师生专访

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曾多次荣获教育系统全
国先进，是全国职业教育的一张靓丽名片。自2010
年与宁波轨道交通集团合作开办城市轨道交通专
业（以下简称轨道专业）以来，轨道专业受关注程度
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明星专业到底学些什么，毕
业生的就业情况又是如何？让我们走进专业，听听
轨道专业师生是怎么说的。

老师和学生击掌，预祝他们考出好成绩。 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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