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5年6月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拉珍 编辑：次旦央吉 校对：赵耀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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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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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痛并非分娩必经之路

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常有高强度、阶段性躯体疼痛。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尹玲说，产痛来源于宫缩，
但疼痛一般不仅在下腹部，还会放射至腰骶部、盆腔和大腿
根部等。这种隐隐的痉挛疼痛会随宫缩的力度加大而逐渐
加剧，从轻、中度疼痛逐渐过渡到剧烈难忍。

所幸，这种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缓解。“刚刚还疼得直打
滚，打上‘无痛’后感觉一下子‘解脱’了，短短几分钟就从剧
烈疼痛转变成了较轻的不适感。”回忆起数日前的生产经历
时，南宁市民刘筱晴对“无痛”分娩赞不绝口。

刘筱晴所说的打“无痛”，是指麻醉医生通过注射的方
式，将药物送到腰背部的脊柱内，进行“区域麻醉”，通过阻滞
腰部以下的感觉神经来减轻分娩疼痛。广西壮族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兰江丽介绍，椎管内分娩镇痛法
是当前国内外公认使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分娩镇痛方法。

兰江丽说，一般用于硬膜外镇痛的药物有布比卡因和罗
哌卡因，其中罗哌卡因可以到达感觉和运动分离的效果，即
阻滞感觉不阻滞运动，在疼痛减轻同时对运动的影响较小。

需要了解的是，“无痛”分娩并非完全不痛。兰江丽说，
分娩镇痛的效果因个人体质和生理条件不同，所达到的效果
也不尽相同，大部分的产妇使用分娩镇痛后，在宫缩的时候
只会有肚子发紧的感觉，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医生可以根据
产妇具体的情况，通过精确定量地给予镇痛药物，把分娩疼
痛降到最低。”

“无痛”分娩安全吗？

分娩镇痛在医学上早已被广泛认可为安全有效的技术，
其中硬膜外镇痛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然而，不少人对药物
镇痛安全性心存顾虑。

尹玲表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是全国最早开展分娩镇痛
的医院，多年经验表明，分娩镇痛不仅可以减少产妇身体和
精神的损伤、降低新生儿早期死亡率，还可增加顺产几率。

“国内外研究表明，分娩镇痛不仅能解决部分孕产妇因惧怕产痛而剖宫
产，让产妇避免手术损伤，而且自然分娩后产妇身体能快速复原，有利于母乳
喂养的尽快实施和母儿感情的建立，更可避免瘢痕子宫妊娠的风险，以及远期
盆腹腔粘连等更多并发症。”尹玲说。

“维护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是实行分娩镇痛的最高原则。”兰江丽说，分娩
镇痛用药的药物浓度远低于包括剖腹产在内的一般手术，且药物经由胎盘吸
收的药物量微乎其微，进入产妇血液并随乳汁分泌的剂量极小，一般不会对产
后的母乳喂养产生影响。

对于“打‘无痛’会造成腰痛”的说法，兰江丽说，分娩镇痛的麻醉穿刺部位
在腰椎间隙，操作由专业医生规范进行，损伤风险极低。“产后腰痛多与激素变
化导致韧带松弛、分娩时腰部用力过度、哺乳姿势不当、产后休息不佳等因素
相关，而非‘穿刺’或‘分娩镇痛’本身。”

此外，在临床应用中，分娩镇痛还可以让生产安全多一重保障。尹玲表
示，分娩镇痛不仅可以减少折磨，还能减少分娩时的恐惧和产后的疲倦，让产
妇在耗时最长的第一产程便得到休息。这样，当进入第二产程时，产妇有足够
力气完成分娩，可减少不必要的耗氧量，防止母婴代谢性酸中毒的发生。

还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对大部分产妇有利，但分娩镇痛也并非人人适用。兰江丽称，有阴道
分娩禁忌症、麻醉禁忌症、凝血功能异常的产妇不可以采用分娩镇痛，有妊娠
并发心脏病、药物过敏、腰部外伤史的产妇计划使用分娩镇痛前，应向医生咨
询能否使用。

尹玲介绍，我国自1963年开展无痛分娩以来，技术和镇痛方案不断优化，
麻醉药量的控制和药物配方等也都不断更新。随着产科指南的更新、新产程
定义和临床实践的相应调整，产妇进入产房后规律宫缩，只要有镇痛需求即可
实施无痛分娩。

兰江丽提醒，申请分娩镇痛宜早不宜晚，到了“痛到不行”时通常宫缩已经
比较频密，产妇配合穿刺会有一定的困难，也增加了麻醉医生的操作难度。“有
计划分娩镇痛的产妇，进入产程后可提前做好准备，遵循少食、轻流质优先的
原则。过量饮食易导致分娩时呕吐，一旦呕吐返流可能导致窒息或肺炎等严
重后果。”

此次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的通知》明确，医疗机构要落实
分娩镇痛技术基本要求，加强分娩镇痛基本设施建设和设备药品配置，强化分
娩镇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建立产科与麻醉科协作机制、完善分娩镇痛服
务流程。同时，还将规范开展分娩镇痛服务，加强分娩镇痛支持保障。

据悉，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出台多项举措，进一步规范分娩镇痛相关
诊疗行为，提升产妇分娩镇痛水平。全国有近千家医院开展了分娩镇痛试点
工作，多地积极推进将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相信我国
分娩镇痛普及率将进一步提高。”尹玲说。 （新华社南宁6月7日电）

﹃
无
痛
﹄
分
娩
会
影
响
宝
宝
智
力
吗
？

新
华
社
记
者

黄
凯
莹

朱
丽
莉

侠
克

折射语文教育新趋势。 （新华社发）

安全是最高原则。 （新华社发）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相
关工作通知，将推动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分
娩镇痛服务。

分娩真的可以“无痛”吗？“无痛”分娩
安全吗？“会不会引发产妇产后腰痛”“打麻
药是否会对宝宝智力有影响”等话题长期
在社交媒体上热议。针对“无痛”分娩，记
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6月 8日是世界海洋日，联合国
呼吁“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
本月9日至13日，第三届联合国海
洋大会将在法国尼斯举行，总主题
是“加快行动，动员所有行动者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这次大会将
从哪些方面推动保护海洋？

先来了解大会的基本情况。本
次大会是 2025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高级别会议，由法国和哥斯
达黎加共同主办。前两届大会分别
于2017年在美国纽约和2022年在

葡萄牙里斯本举行。
大会将聚集来自各国政府、非

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国际金融机构
以及私营部门等的代表，共同评估
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相关的
挑战与机遇，以及已采取的行动。
大会期间将举行10场全体会议、10
场海洋行动专题论坛，还将在尼斯
举行一系列边会。

从议题内容来看，三个方面的
进展将成为焦点，分别是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渔业补贴和“3030”目
标，后者指到2030年保护至少30%
的全球陆地和海洋。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的“60份
批准书目标”能否达成备受关注。
2023年，联合国通过上述协定，旨
在通过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相关规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和协调，确保公海区域生物多样性
当前及长期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该协定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至
2025 年 9 月 20 日开放供所有国家
和相关组织签署，并将在第60份批
准书、核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交存
之日后120天生效。中国在2023年
该协定开放签署首日就签署了这一
法律文件。截至6月5日，联合国官
网显示仅有32个国家或地区批准，
距离60份目标仍有距离。

“尼斯大会的目标是至少获得
60份批准，使协定得以生效。目前
这个目标还未达到……仍有大量工
作要做。必须为公海及其资源建
立一个可持续管理空间，这包括设
立海洋保护区并开展环境影响评
估。”法国《世界报》日前援引法国
总统马克龙的话报道说。

在终结破坏性渔业补贴方面，
大会将力推《渔业补贴协定》生
效。《渔业补贴协定》于2022年 6月

在世界贸易组织第 12届部长级会议
上达成，它确立了新的具有约束力的
多边规则，以遏制有害的渔业补贴。
该协定的主要规则包括禁止非法、未
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禁止补贴涉及
过度捕捞鱼类种群的捕捞活动，以及
禁止补贴在无管制的公海区域所进
行的捕捞活动。中国在 2023 年递交
了对协定的接受书，成为较早完成该
协定批约程序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
之一。

据悉，该协定生效需获得 111 个
世贸组织成员，也就是该组织三分之
二成员的正式接受。世贸组织官网
显示目前已有101个成员接受。

《世界报》报道说，马克龙呼吁继
续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
捕捞活动”，“我们许多人正努力推
动《渔业补贴协定》能在尼斯生效”。

最后一个看点是“3030”目标的推
进。2022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达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确立了这一目标。然而在2024年
由非营利组织海洋保护研究所等机构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3030”目标提出
近两年，仅有2.8%的海洋被评估为“可
能得到有效保护”，照此进度推算，到
2030年仅有9.7%的海洋能够得到有效
保护。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蓝色债券、蓝
色贷款等金融工具弥补达成“3030”目
标所需资金缺口、发展可持续海洋经
济将是本届大会的重点。

本届大会官网介绍说，大会将以
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简明扼要、注
重行动和政府间商定的宣言，该宣言和自
愿承诺清单将被称为“尼斯海洋行动计
划”。

接下来的几天，大会能否如愿推
动各方达成共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或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海洋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进程。

（新华社巴黎6月8日电）

在世界海洋日展望联合国海洋大会三大看点
新华社记者 罗 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