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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食堂阿姨的“思政课”何以引发轰动
张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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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wbplpl@163.com

高考语文结束，在很多媒体、
机构的参与组织下，又开始了“全
民写作文”。不过今年的高考作
文仿写，有了一股新生力量的参
与，那就是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
选手，也加入到了与各路作家、作
者的PK当中。

很多人对此也充满了好奇，
想看看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写出
来的高考作文，水平到底怎么样，
如果参加高考评分的话，又能够
得到多少分？不得不说，不管是
ChatGPT、文心一言还是通义千
问，它们在写作高考作文的速度
上，确实是人类选手所无法匹敌
的，几分钟就生成了一篇文章，这
也是AI效率超高的体现。

尽管我们常说“文无第一，武
无第二”，但是从笔者看到的十几
篇的AI写作的高考作文来看，不
得不说它们的文章，从内容深度

到谋篇布局，从应试技巧到文笔
文采，还是可以超过相当一部分
考生的。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厉害
之处，也让人对它们未来的发展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但是超过了部分考生，却并
不代表它们就是很优秀的高考作
文，毕竟在全国上千万的考生当
中，真正能够得高分的高考作文，
还是少数。仔细浏览 AI 写成的
高考作文不难发现，尽管它们不
像少数考生那样，会存在“下笔千
言，离题万里”的问题，但是文章
显得四平八稳，看似中规中矩的
背后，又少了一些只有人类才能
写出来的生动鲜活，血肉丰满。
如果更深究一下，那就是少了人
类写作者才能有的温度与灵魂。

看看三个 AI 写作的高考作
文，其中两篇都是按照“首先”“其
次”“再次”“此外”“最后”的模式

来推动文章的发展，虽然没出错，
但是也没出彩，而没出彩的主要
原因，就是行文比较生硬，给人以
很机械、很套路的感觉，而机械和
套路的“反义词”，正是有温度和
有灵魂。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这是AI所无法达成的。

前段时间全民都在讨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担忧自己的工作
会被AI所取代，而没看到有什么
作家出来表态有这种担心，究其
原因，就是作家知道真正的好
作品，都是有温度、有灵魂的，
这正是 AI 所无法做到的。对于
高考考生来说，不要觉得 AI 可
以写高考作文，自己写作文就
没有意义了。不管是平时的训
练，还是在高考考场上，除了必
要的应试技巧，关键是写出自己
的真实情感，让自己的文章有血
有肉、有温度。

三江热议

上月23日，宁波五乡中学邀
请食堂阿姨给高三（9）班学生上
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不曾想，
做了 12 年打菜盛饭工作的庄安
阿姨，居然一炮走红，第一次上讲
台，却在新闻界引起轰动，对这堂
课的报道“铺天盖地”。

甬派5月23日以“感谢亲妈
式的投喂！学生向食堂阿姨‘深
情告白’”为题进行了报道，配的
视频是阿姨和学生的深情拥抱。
此文阅读量已达25万；

人民日报客户端5月23日也
作了报道——宁波五乡中学有这
样一位食堂阿姨，老师们说起她
时还有点“嫉妒”：来看她的学生
比看老师的还多；

现代金报视频号5月24日发
布了视频——戴着工作帽站在讲
台上的庄阿姨说：“毕业后多回来
看看，阿姨给你做面吃”；

《宁波晚报》5月24日A4版，
用整版篇幅报道这堂课，其中一
个小标题是庄阿姨的话：“最好的
礼物是‘记得’”，她只希望学生永
远健康快乐”；

宁波教育公众号 5 月 24 日
——今天，来看宁波市五乡中学

“思政老师”的精彩课堂；
《现代金报》5 月 26 日“思政

课专版”通栏大标题——毕业季
学生向食堂阿姨“深情告白”，另
一版头条评论：“食堂阿姨喊话毕
业生诠释爱的教育”；

《宁波日报》5月29日头版甬
城晨笔——“生活思政”是润物无
声的教育……

以上是课后的反响，再看看
课堂上的精彩片断——

阿姨忐忑地走进教室，学生
们马上喊出了声：“哇！这不是食
堂阿姨吗！”随之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

阿姨穿着围裙，戴着工作帽，
问学生们“认识我吗？”“当然认识
了，阿姨‘馄饨面条火腿肠’的吆
喝声伴随了我们三年时光”；

阿姨介绍她的家庭——有两
个小孩，大的比你们大，小的比你
们小，“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
子，能给自己孩子吃的东西，才会
拿给你们吃。”

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庄阿
姨，学生们有太多的问题：你每天
几点起床？每天做着同样的工
作，你不觉得枯燥吗？你有没有
印象深刻的学生？……

庄阿姨的回答，让学生们第
一次知道 ，她每天凌晨两点就起
床了，只有三餐之间的间隙，才能
休息一会儿；她一直留在这里，是
因为喜欢这里，“我喜欢看你们吃
得饱饱的样子，每天和你们在一
起，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十几年
来，我送走了一批一批学生，我和
很多毕业生都有联系，听到他们
升学、获奖的消息，由衷地开心，
这份感情无论如何舍不得……”

一想到十几天后要离开学
校，很多学生伤感了——有的回
忆起庄阿姨记得她吃面条不喜欢
加醋，吃馄饨不喜欢加葱，有的到
食堂忘带了饭卡，就让先赊着，有
的上体育课来晚了，庄阿姨一直

等着，考虑到体育课体力消耗大，
还特地给他们多留一点牛肉……
说着说着，双方都红了眼眶。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
好像不像思政课，像是拉家常。
是啊，我估计庄阿姨从头至尾没
讲过一句大道理，可是她的那些
家常话，句句表现出对工作的认
真细致，蕴含着对学生慈母般的
情感，寄托了对年轻人的厚望，让
在座的学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

庄阿姨上这堂课之前，可能
没有去找多少资料，也不会写上
几千字的讲稿。她调动的是自己
全部的生活体验，真诚朴实的为
人品性，和对学生如亲子般的深
切之爱。我坚信，这堂精彩的思
政课，一定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深
深的烙印，一定能在他们今后的
人生征途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

思政课当然要讲道理。但是，
面对年轻学子，讲道理时，最好学
学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把大道理
掰碎了，泡软了，再端给大家。

5 月 30 日，《中国教育报》发
表了该报记者撰写的一篇长文，
肯定宁波万里学院“生活思政”的
实践，并提出“人人育人、事事育
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思政
新理念。万里学院 2020年聘请
宿管阿姨裘益君为思政导师，我
专门去了解过她的事迹，还写了
一篇评论。两位阿姨异曲同工，
都是对“成人于无形之中、立德于
生活沃土”思政理念的成功探索，
意义非凡。

每到仲夏端午节前夕，宁波市
北仑柴桥芦北社区的胡安琴家中
就会粽叶飘香，她开始忙着包粽
子、送粽子，这样忙碌的节奏要持
续到端午前一天，而这一干就是11
年。这不，今年的送粽子行动又开
始了，不过6月6日比较特别，她送
出了自己包的第60001个粽子。

6月7日《宁波日报》

中国人对节日的浪漫，常常会
通过不同的食物来表达。今年 90
岁的王瑞鑫大爷就住在胡安琴家
楼上，每到端午节前夕，胡安琴就
会把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份粽子
送往王瑞鑫家。而收到她粽子的
不仅仅是周围的街坊邻里，还有子
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和老兵群体。
这样的善举，大妈一做就是11年。

大妈 11 年免费为邻里送端午
粽，送出的究竟是什么？

其一，送出的是“甜蜜的邻里
真情”。正如大妈自己所言：大家
都是乡邻，有的人家工作忙没空包
粽子，有的人家不会包粽子。他们
爱吃我做的粽子，我也很开心。都
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人们
之间的交流少了，人们之间的情谊
淡了，甚至是“住着隔壁不相识”。
化解都市丛林的人情淡薄，需要多
些“热情的胡大妈”。邻里之间的
情谊是最珍贵的。互相帮助、互相
照顾、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是邻里
之情的真谛。

其二，送出的是“馨香的传统
文化”。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文
化节日。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文化
是需要发扬的。大妈坚持11年免
费为邻里送粽子，其实也是传统文
化传播的一种方式，让人们对于端
午节有了更好地认知，让人们对于
端午节的意义也有了更浓烈的认
同。

其三，送出的是“可口的人间
善意”。善良的人多了，这个社会
才会是温情的。善意的人多了，这
个时代才会是温暖的。大妈坚持
11年为邻里送粽子，就是这样的善
意、善良的传播和释放，其生动的
诠释了人间的爱、人间的情。虽然
粽子值不了几个钱，问题是善意和
善良都不能只是用“金钱的价值”
来衡量的。每一个人都向他人释
放善意和善良的时候，何愁我们的
社会不是暖意融融的？

温度与灵魂是考生打败AI高考作文的关键
苑广阔

11年免费送端午粽
比粽子更香甜的
是邻里情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