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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本埠声音

全国统一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又马不停蹄赶
赴各地参加部分知名高校的“校考”。上周，中国科学
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2023年浙江省“三位一
体”综合评价招生测试就在宁波镇海中学和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举行，吸引了全省400多位学霸来甬争抢
名校入场券。

国科大今年的“校考”有几个颇值得关注的地
方，一是笔试的内容和形式，均为“现学现考”，考生
们先观看学习一堂事先录制好的教学课视频，然后
应答一份以综合运用题为主的考卷，这对考生的知
识复现、理解和创造性运用等高阶思维的要求不低；
二是考试保障工作十分到位，除考点校提供的考务、
监考人员之外，国科大也派出了四十多人的考务团
队，考试工作标准和要求堪比高考，在面试环节，更
有30多位科学界“大咖”从北京专程赶到宁波亲自
挑选“科学苗子”，显得格外慎重和隆重，此外，该校
还安排了体测环节。

总体来看，国科大的“校考”非常“科学”，这不仅
指的是考试内容具有浓浓“科学味”，彰显了国科大
办学特色、专业优势，主考科目数学与物理更属“科
学中的科学”，而且还指的是考试的形式较为科学，
主打“现学现评”和“专家小组群面”，体能体质、家国
情怀、理想志趣、性格人格等也纳入考察范围，基本
避开了考生原先大量刷题形成的自动化反应的知识
储备和应试技巧，而把考核焦点落在学生的综合素
质、学习能力和创新素养上。据悉，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和西湖大学等高水平大学在开展

“校考”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操作模式。
高水平大学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地精心组织实

施“校考”，其出发点无疑是要慧眼识珠，最大限度
发掘出与各自办学水平、发展定位和专业优势相匹
配的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真正优秀的生源。整个流
程下来，对学生的体力精力是个巨大的考验，对学
生的能力水平和发展潜质也是一次较为全面而科

学的衡量与鉴别。总的来说，这也凸显已在全国全面
铺开的新高考改革的创新和进步之处，它赋予了高
校和考生更多可以掌控的选择权、更多可以创设的
实现路径。

如果联系时代背景，我们还能从这些高水平大
学的科学选材行为中看到服务国家战略的影子。党
的二十大报告设“科教兴国”专章，体现了党中央对
教育的高度重视，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这一战略中的关键环节，而
高水平大学正是承担这一重大使命的主力军。它们
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每一份用心的投入、每一个创
新的改变将为我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奠基蓄力，
为国家应对和把控“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复杂时势
提供重要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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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热点，培养责任意识。宣传“环保意识”、
警惕“伤害大自然事件”、思考“人与自然”关系，
关注“大自然命运”即关注人类命运，这些热点问
题的启示，都在引导学生学会看世界、读社会、学
生活、阅人生，从书本走向社会，旨在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彰
显了语文课程的育人导向。

作文始终都是语文教学工作中的重点。
作为语文老师，会不断给学生传授写作技

巧、写作语言、写作框架知识。可是，家里有孩子
的家长，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小学
生，最喜欢写的作文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我的老师》《我的……》等，这些语言流畅，情节
感人的作文，有时却难以找到孩子的“自己”。

今年宁波作文的考题，给了学生自由发挥的
空间，用专家的话说就是不故弄玄虚，不装腔作
势。考生可以结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理解写出
自己的观点，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因此说，作文题目的变化，是一种新方向。而
这种新方向是一种多元化的包容，主要的目的就
在于让孩子学会观察，学会思考，作文从“虚拟写
作”变成“现实写作”，即便少了华丽的辞藻，读起
来不是那么的优美，可是这种思考之后的写作才
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

关注时代，深入思考，多维思辨，淬炼认知，
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样的中考作文命题是一
种进步。

郭元鹏

作文“关注现实”是一种进步
宁波市今年的中考作文题与往年有所不同，可谓“不走寻常路”。从题型看，有漫画

有情境材料，有话题有写作助手。从话题看，开放而有抓手，灵活而有深度——“决定大
自然的美好未来”，这是一个需要考生用“热情”和“思想”去书写的话题。

（本报今日A03版）

适合才是最好的
作为一所中职学校，北仑职高走过了一

条不平常的办学之路，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最近，北仑职高的老师频频收到来自毕业
生的好消息，有人评上“浙江青年工匠”，有人
顺利考上研究生，也有人逆袭成为企业家……
更令人惊叹的是，该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连
续7年达100%，对口就业率在86.9%以上。

（6月18日甬派）

中职生就业率高到100%，并不多见。梳理
北仑职高成功奥秘，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得益于“适合是最好的”教育理念。
其实，这是因材施教的另一种提法，但适

用在中职生身上，别有一番内涵。比起普高
生，中职生知识水平稍逊一筹，但很多人“脑
不灵手灵”，即动手能力强，因此学校就把教
育的功夫下在怎样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上，
故此，该校不但构建了“基础广博、多层拓展、
自主选择”具有仑职特色的课程体系，提供多
元化的专业和课程选择，而且经常组织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的技能大赛，增加他们的实操
能力，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其次，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课
程设置。

一般而言，课程设置总是滞后于产业发
展步伐。这种现象对于普高课程设置影响不
是特别大，但对于中职课程设置则关系重大。
假如学生花三年时间学习的是一门过时或者
行将过时的专业课程，那不仅会耽误就业，可
能还会误了他们的前程。因此，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以满足
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最能考验一所职高的
办学能力和水平。在这点上，北仑职高做得比
较好。如现有机电、物流、旅游、服装四大类专
业群共20余个专业就是紧跟区域经济发展发
展变化调整设置的。

再次，是扎扎实实推进产教融合工作。
办好一所职高，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做好

校企合作工作，做好产教融合文章。对此，早
已成了职教人的共识。但真要做好产教融合
并不易。北仑职高无疑是做成了产教融合的
好文章。先看一组数据：迄今为止，学校已有
深度合作企业132家，合作行业18家，每年为
毕业生提供人均 4.2 个以上优质岗位供其选
择。数据背后，凝聚了学校无数的心力、时间
和成本，这些都是靠实实在在的沟通、协作努
力换来的。

北仑职高的办学成就再证职业教育大有
可为，其成功经验也值得其他职业院校借鉴
汲取。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