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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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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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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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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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100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
33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全线贯通

6 月 8 日，中铁十一局施工人员在进行线路贯通前的作业。 
当日，位于宁夏境内的宁国运灵武 100 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

路全线贯通。
据了解，该项目线路贯穿宁夏银川市灵武市及吴忠市盐池县，全长 36 公里。项目建

成后，将为宁夏绿色能源高效利用做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一日食三餐本是常事，可对于有吞咽困难

的长者而言，进食却可能意味着发生呛咳甚至

引发吸入性肺炎的危险。为避免风险，原本美

味多样的食物只好被单调不成型的碎餐或糊

餐所取代。很多长者害怕吃饭时发生呛咳引

起尴尬，不得不放弃与家人朋友外出用餐。

在香港，适合吞咽困难人士食用的软餐逐

渐出现在养老院和一些餐厅，让长者及其照顾

者看到希望。

把茶楼“搬进”养老院

前不久，在位于香港新界的松悦园耆和护

养院，30 多位长者又吃到了久违的港式味道。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被吞咽困难困扰很久。

怀旧的点心车、热气腾腾的蒸笼、色香味形俱

全的广式软餐点心，仿佛让他们来到了茶楼。“现场

气氛很热闹，像在茶楼喝茶。”护养院罗护士说，“老

人家说点心跟茶楼的味道一样，真的好开心。”

长者们品尝的软餐点心，是将煮熟的食材

放入料理机搅匀，再加入软餐酵素粉和水，加

热后倒入模具中凝固成型，取出即可食用。食

物既柔软易于吞咽，有助于降低吞咽风险，还

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帮助改善长者食欲。

这项名为“流动五感大茶楼”的沉浸式餐

厅饮食体验活动，由香港乐龄社企“软餐侠”推

出。从 2019 年至今已举办 145 场活动，共有

4000 多位脑退化症和吞咽困难人士参与。

“我们把茶楼‘搬进’养老院，呈现真实的聚

会用餐场景，希望把广东饮茶的快乐带给长者。”

企业创办人、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文慧妍说。

在松悦园耆和护养院的活动中，文慧妍和

同事扮成茶楼经理、厨师和接待员，伙计是来

自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 25 名义工。

身穿白衫的伙计在“茶楼”穿梭忙碌，长者

们则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用餐。有的老人家

品尝了软餐，先是有些惊讶，随后开心地竖起

大拇指。

“这次活动让我很受触动。”义工高微薇

说，看到长辈们都很高兴，她觉得这一天时间

花得很值。

为长者带来有尊严的饮食

在护养院工作 4 年多的罗护士对照顾吞

咽功能退化长者的不易深有体会。不同病因

导致的吞咽困难需要个性化饮食方案，对养老

院舍和照顾者来说压力很大。

香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城市之一，

预计到 2043 年，65 岁或以上的长者占总人口

超过三分之一。年长及病患而引致吞咽困难

的人数逐渐上升，如何为他们提供合适膳食不

仅是照顾者的难题，更是社会的挑战。

7 年前，文慧妍创立了软餐侠平台，目的

是提高香港人对吞咽困难的重视程度，并把有

尊严的饮食推广到养老院和社区。

那时软餐在香港还鲜为人知。免费培训

班无人问津，养老院和餐厅的厨师也常常因为

人手不足、流程繁琐、设备陈旧而对制作软餐

非常抵触。

她深知改变观念比改造厨房更难。企业

加强了与言语治疗师和营养师合作，研发软餐

品种，坚持开办软餐学堂，力求通过教育、社区

服务、社会创新，改变大家的认知。

截至目前，软餐侠已成功研发近 100 款软

餐菜式；为照顾者、医护人员、病人团体、学生

和公众人士举办约 700 场软餐制作培训班；还

与社区、学校、企业共同推出项目活动，促进社

区合作、跨代共融。

去年，软餐侠推行与餐饮业界的合作项

目——同桌同餐吞咽友善飨宴。他们为餐厅

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援，协助餐饮业界推动软

餐膳食，提高大众对吞咽友善餐膳的认识和

包容，让长者外出用餐时能安享美食。

经多方共同努力，香港镛记酒家于 2024 年

参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照护食种子餐厅”计

划，推出 8 款“照护食”菜式，成为香港首家吞咽

友善的传统粤菜餐厅。现在有越来越多香港餐

饮企业关注并投入软餐领域，包括最近加入“同

桌同餐吞咽友善飨宴”的稻香集团旗下 4 间餐

厅，让香港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接触到软餐。

创新为软餐注入新活力

前不久，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爱心

软餐活动，香港部分政界、教育界人士、大学义

工与 40 对长者及其照顾者参与。

活动上，港科大初创企业——创升食品科

技公司研发的 3D 熟食打印机引起了大家的兴

趣。操作人员装入食材筒，再通过按钮选择软

餐菜单，机器即可执行程序，由喷头挤出一层

一层食材，叠加构建软餐，边打印边加热，打印

完成即可食用，比人工制作提速 3 倍。

据创升食品科技公司创办人李港慧介绍，

这台打印机采用专利多层烹饪技术——超快

纳米加热器和重点烹调，可根据需求调整食品

的口感、尺寸、口味、硬度等，同时借助人工智

能分析，实现营养配方的定制化。例如在养老

院，可根据长者需求打印不同软硬度的食品，

轻松地为不同吞咽困难长者准备餐食。

这家公司正在通过学校开展教育培训，推

广相关技术，并即将与香港两家养老机构开展

试运行计划，促进未来市场推广。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对吞咽困难

的长者来说，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软餐点心，不

仅能够唤起回忆中的滋味，更满载幸福与关

怀。科大学生及校友利用科技，提升软餐的制

作效率及营养，展示了医疗及健康科技对推动

社会发展的潜能。

在科大的软餐活动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

成员林正财说，大家的努力，就是希望长辈们

可以吃得更开心、更健康。

      （新华社香港 6 月 8 日电）

暖心软餐点亮香港长者暮年生活
新华社记者 曹霁阳

风吹麦浪起，小麦收割忙。清晨 5 点多，

山东省武城县郝王庄镇高明庄村的一块麦地

里，联合收割机已开始收割作业。半小时后，

收割结束，经粗略计算，这 4.2 亩小麦实际亩

产 840 斤左右。

这块地位于耐盐碱小麦试验示范基地

内。看着收获的小麦，庞海云难掩兴奋：“这

次种植的耐盐碱小麦，在咱这中重度盐碱地

上能达到这个产量，实属不易。”

庞海云是郝王庄镇的一名种粮大户，也是

耐盐碱小麦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他流转

的 400 亩土地中，有 100 亩是盐碱地，土壤含

盐量在 5‰ 至 8‰，个别地方甚至达到 12‰。

“这样的地，种啥啥不长，栽啥啥不收。

许多村民都不愿意种，大家都说成本收不回

来。”庞海云清楚地记得，2017 年他从外地返

回家乡流转耕地，第二年就有一些村民主动

找到他，免费让他种自家的盐碱地。

土地流转后，庞海云开始尝试种植耐盐

碱作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庞海云说，他购买

过耐盐碱麦种，结果种下去后小麦长不高，跟

对方沟通后了解到，他购买的小麦品种仅适

合在轻度盐碱地种植。“耐盐碱麦种也分‘段

位’，必须精准适配。”

2020 年 10 月，在当地政府牵线下，庞海

云与德州市农科院建立联系，主动提供土地进

行耐盐碱小麦品种的选育。“这里是非常典型

的中重度盐碱地，普通的小麦长不高、麦穗小，

但恰好是培育耐盐碱小麦的天然场所。”德州

市农科院耐盐碱小麦育种负责人吴儒刚介绍。

“试验过程漫长而艰辛。”吴儒刚说，第一

年，试验田种植了 40多个品系，通过比较株高、

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多个指标，最终发现

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品系，亩产量有三四百斤。

看到增产的潜力，育种人员试验的品系越

来越多。今年，这 100 亩试验田种植了 400 多

个耐盐碱小麦品种（系），涵盖了黄淮海地区大

部分的耐盐碱小麦品种。庞海云和专家经常

蹲在地里，观察并记录小麦的生长情况。

“刚才收获的小麦，就是我们选育的一个

耐盐碱品系，具有分蘖成穗多、穗大、穗粒数

多以及株高较高等特点。”吴儒刚介绍，通过

这几年的选育，如今试验基地里的耐盐碱小

麦 亩 产 稳 定 在 700 斤 以 上 ，个 别 品 系 达 到

800 斤以上。

选育品种那么难，为什么不走盐碱地改

良的路子？庞海云介绍，盐碱地改良受环境

制约，当地靠近水库，花大力气压盐压碱后，

过一段时间盐碱还会随地下水反渗上来，选

育耐盐碱品种适合当地的情况，既节省成本，

又容易复制推广。

随着盐碱地实现稳产，庞海云有了新的

计划。他说，在选育耐盐碱小麦的基础上，他

和专家还要进一步选育抗倒伏、抗病虫害、抗

旱节水等综合抗性品种，让耐盐碱小麦逐步

实现高产。  （新华社济南 6 月 8 日电）

盐碱地里小麦收割忙
新华社记者 贾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