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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1KLMUVĤ =NO>?Z?P@

MQdno?RSTxQU%nvwu~H9:

;GV;W<noXYZ[x\]Hi^xK_O?
`~Ma3Hbc04^d;1<ef%&`;HTg
,Vhijkx,Vlmxno~&p45?\qHo
u0^rWXsQR6tsQR23suc@414z
q<nozv@&AH';wuEx5%novw@
5Hx5%ynKzxx5%%&>?{q|}5Hx
5o4~WO,VnoRbt!;,Vhijk"
#;$%u~@

7&H9:;f'Uq>?noPz4(Hlm
%&>?E)|}H*"+y),jkx:-.s~
/0>?[QR61@22H),oVRO3wgO
u~@

!"#$%&'()*+,-./0

!"#$%&'()*+,-./01

6 月 7 日，全国高考首日。今年是实施新

冠疫情“乙类乙管”后的首次高考，全国高考

报名人数达到 1291 万，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高考的组考和命题情况如何？记者

采访了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专家和一

线教师。

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

记者获悉，2023 年全国高考设 7726 个考

点、34.5 万个普通考场、2.6 万个备用考场，安

排监考员 101.3 万人。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

指导各地采取一系列扎实有效措施，全力以

赴确保平安高考。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为全力

保障试题试卷安全，在试卷命制、印刷、运送、

保管、分发等各环节严格实施一岗多控、人技

联防，尤其在试卷运转环节，实施全程无死角

视频监控、轨迹跟踪，强化无缝链接。

据悉，教育部会同公安、网信等部门联合

开展打击作弊专项行动，会同工信部门加强考

点周边电磁环境治理，重点打击利用手机等无

线电设备实施考试作弊的违法行为。此外，指

导各地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涉高考行为的规范

管理，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违规培训、组织诈骗

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强化考生服务方面，为统筹做好考试防

疫，教育部会同国家疾控局等部门，精准落实

“乙类乙管”措施要求，完善方案预案，明确制

定“针对不同考生情况分类设置考场”“备足备

用考场和工作人员”等 10 条细化要求，指导各

地因地制宜、科学精准做好考试防疫工作。

同时，注重为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

理便利。教育部为多个省份的盲人考生专门

制作统考盲文卷，并且指导各地为 1 万余名

残障考生提供帮助。此外，会同有关部门部

署开展高考护航行动，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

考试服务，精心做好考生的交通、食宿、卫生、

人身安全等各方面的综合保障，着力营造安

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针对今年

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

公共事件，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细化工作举措，强化模拟演练，确保预案先行、

临危不乱、有效应对。教育部及各地均抽调精

干力量组建应急小组，24 小时待命，确保遇到

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快速处置。

注重增强铸魂育人功能

“2023 年高考命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试题中有机融

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助力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服务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

人说。据介绍，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了供旧

课标省份使用的全国甲卷、全国乙卷，供新课

标省份使用的新课标Ⅰ卷和新课标Ⅱ卷。

注重增强铸魂育人功能，是 2023 年高考

命题的特点之一。据介绍，以语文试题为例，

全国乙卷作文试题的两则材料、新课标Ⅱ卷

现代文阅读Ⅰ材料一《谈谈调查研究》，都积

极引导青少年汲取思想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还充分发挥学科优

势，精心选择体现德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

理念的素材，注重弘扬劳动精神，育人育心。

全国甲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选用巴金的散文

《机械的诗——旅途随笔之一》，以独特视角

塑造工人形象，礼赞劳动，引导考生感悟工人

的辛勤创造。

如何通过高考选育拔尖创新人才？据了

解，今年高考命题体现了基础性、综合性、应

用性和创新性。

“今年高考数学全国卷命题全面考查数

学核心素养，注重发挥数学在人才选拔中的

重要作用。”专家介绍，2023 年高考数学全国

卷充分发挥基础学科的作用，突出素养和能

力考查，重点考查逻辑推理素养，甄别思维品

质、展现思维过程，给考生搭就展示的舞台、

发挥的空间。

“强调理性思维，注重思辨考查”，这是河

南省实验中学教师张云佳对今年高考语文试

题的看法。据悉，今年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

体现了对科学思维的考查。例如，通过文质

兼美的科普文章激发考生对科学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探究欲；在思辨性文章阅读中考查

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在科学类论文、论

著阅读中考查梳理探究、归纳概括、假设验证

等思维方法，培养求真求实的态度。

促进教、学、考有机衔接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2023 年

高考命题注重契合学情教情实际，并衔接高

中课程标准，促进教、学、考的有机衔接。以

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为例，命题突出强调对

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深入理解和灵活掌

握，注重考查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2023 年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使用了多

种 新 题 型 ，不 同 卷 种 同 一 模 块 试 题 也 有 差

异。这一举措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提高分数

要依靠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素养的提升。”教育

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说。

例如，全国甲卷写作试题“人·技术·时

间”，材料的思辨性特征明显；全国乙卷写作

试题“一花独放不是春”，使用两则内容相关

而富有张力的材料；新课标Ⅰ卷写作试题“故

事的力量”，材料围绕特定的话题组织；新课

标Ⅱ卷写作试题“青少年自己的空间”是一道

读写结合类试题，作为新推出的题型，首次在

高考全国卷中正式使用。

“试题一方面注重考核知识，另一方面更

注重考核学生的语文能力，如阅读理解、表达

能力、用词选句能力等。”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

认为，全国卷语文试题对语文教育起到积极的

导向作用，未来应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桂华表示，通过高

考，学生不仅接受了知识的考查，也收获了精

神的成长，有助于更好地立德树人。

图①：在贵州省赤水市第三中学考点门

口，老师为步入考场的考生加油鼓劲。

王长育摄（新华社发）

图②：吉林省长春市吉林省实验中学考

点外，交警在准备应急药箱。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2023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命题突出综合素养和能力考查

护平安高考 伴梦想启航
本报记者 赵婀娜 吴 月

作为拥有博物馆最多的城市之一，

北京 2020 年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

概念和目标。2021 年，国家文物局和北

京市政府签订了共建博物馆之城的战

略协议。建设博物馆之城，要做好“融

新活”。

首先要突出“融”字。博物馆以前更

多地强调“自转”，主要围绕自有馆藏开

展研究、设计展览、提供社会教育，而馆

际之间、博物馆与城市之间的“公转”还

不够。建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要融入

城市的方方面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领域，让整个城市成为一座全域活

态博物馆。同时，建立博物馆之间的紧

密联系，发挥大馆、小馆、类博物馆等不

同类型博物馆的作用。只有这样，博物

馆才能在城市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今

年北京首次开展博物馆活动月，举办一

系列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推出

10 条博物馆研学线路，拉近了博物馆与

公众的距离，促进了文化遗产与城市的

积极联动。

其次要突出“新”字。博物馆进入注

重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有新的理念、新

的方法、新的路径。科技推动博物馆蜕变，数字引领馆藏新

生。刚刚推出的“北京博物馆云”小程序基于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促进“馆城”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实现博物馆“资源

云聚”“服务云通”“数据云连”“展示云浸”，用户可以在虚拟时

空畅游北京，感受古都的无穷魅力。

第三要念好“活”字。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把

研究做扎实了，才能让传播、发展成为有源之水；靠生动的讲

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北京博物馆社教工作已经

形成矩阵效应，延伸出图书、动漫、舞台剧等丰富新颖的形式

和产品。增长知识、培养审美、休闲娱乐……逛博物馆成为最

受市民喜爱的新生活方式之一，2022 年北京各博物馆举办展

览和活动近 600 项，年接待观众超过 5000 万人次。

3000 多年建城史、870 年建都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

北京的金名片。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博物馆要有

“融”的自觉，守正创“新”的手段，让文物更好地“活”起来，成

为讲好古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生动载体。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本报记者施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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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
过程中，博物馆要有“融”
的自觉，守正创“新”的手
段，让文物更好地“活”起
来，成为讲好古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的生动载体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鲲池小学组织孩子们走进博

物馆，近距离观赏由鲁迅美术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日

报社文艺部主办的“脱贫故事绘”系列连环画展览。35 个故

事、200 多幅美术作品展开一幅幅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

画卷。学生驻足在充满绘画性、文学性、叙事性的作品前，听

着老师的讲解，在连环画研学手册上记下心得体会。

朱晓峰摄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高考，牵动着亿万人的
心。6 月 7 日是全国高考首
日 ，今 年 高 考 报 名 人 数 达
1291 万，共设 7726 个考点、
34.5 万个普通考场、2.6 万个
备用考场。为了护航考生平
安高考，多部门全力以赴。从
命题趋势看，今年高考更加注
重增强铸魂育人功能，突出综
合素养和能力考查，促进教、
学、考有机衔接。

核心阅读

②②

①①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电 （记者张天培）今

年高考，各地公安机关提早部署、周密安排，

有针对性地组织勤务，确保高考有序开展。

比如，广东公安机关聚焦高考安保工作，细化

措施安排，确保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和涉

高考的报警求助；江苏公安机关对考点及周

边环境开展安全检查，对校园周边可能引起

噪声影响考生学习、休息的区域开展全面检

查；河南各地公安户政部门为急需身份证的

考生第一时间制发临时身份证。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专门印发通知，部署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认真做好全国高考交通管

理工作，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实地踏勘

考场周边道路，优化交通组织，完善设施设

置；设立护考小分队，加强考场周边主要路口

和重点路段的巡逻，全力保障考生及时应考。

公安部门全力保障考生及时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