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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31日电（记者周润
健）高考季即将来临，360安全专家特别
提醒考生家长，高考前后人们神经敏感
易冲动，家长们要特别提高警惕，谨防四
类网络骗局。

骗局一：谎称考卷泄露可预知答
案。通过短信或社交软件，向家长发送

“出售高考试题”“考题泄露”“专家组押
题猜题”并带有链接的虚假信息，诱骗家
长购买。

骗局二：虚假信息招生诈骗。谎称
自己是某校招生代理人员或与高校领导
有“特殊关系”，吹嘘自己可以拿到“内部
指标”，索取指标费。

骗局三：山寨查分“钓鱼”网站。高
考成绩公布后，一些钓鱼网站鱼目混珠，
伪装成高考成绩查询界面并在搜索引擎
和论坛上推广，从而入侵电脑，盗取考生
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资料，进
而盗取考生的网络支付账号实施诈骗。

骗局四：借发放助学补贴诈骗。不
法分子利用170、171开头的网络虚拟电
话，谎称是教育部门的人，要给贫困高考
生发放几千元的助学补贴，而后电话诱
骗学生或家长去ATM机前操作，再将卡
内的钱全部转走，实施诈骗。

为了不让骗子趁高考觅得诈骗机
会，安全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面
对各种高考信息，要多留心，多留意；不
轻信陌生人发来的“预知答案”“内部招
生”“提前查分”“发放助学金”等诈骗信
息；恶意链接不要点，不明软件和APP
不要轻易选择下载。

高考生家长需防
范四类网络诈骗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魏董
华、胡浩、吴涛、梁天韵） 中国关键
词、“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人生三本
书、24小时书店、我和高考……今年恰
逢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最能展现学
生汉语文化能力和素养的高考作文题
再次成为焦点。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今年的
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融通古今，总体
上以厚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反映
时代主题和价值观念。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解析作文命
题思路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2017年高考
语文试卷10道作文题发现，既有和学
生息息相关的生活化场景，也含有对人
生和生活的感触，还结合了国家战略等
时事热点。

今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书有
关：浙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本大书”、
天津卷“重读长辈这部书”和山东卷“24
小时书店”。

一类题引导考生结合社会生活进
行思考。比如，上海卷的作文题是“预
测”，“生活充满变数，有的人乐于接受
对生活预测，有的人则不以为然。”江苏
卷以“车”为题，“车来车往，见证时代的
发展，承载世间的真情。”北京卷其中一
题是“说纽带”。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
些时事热点成为高考作文的重要题
材。比如，全国Ⅰ卷作文题“中国关键
词”中囊括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北京卷第二题是“共和国，我为你拍
照”，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国Ⅲ卷
则在恢复高考40周年的背景下以“我
和高考”为题。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2017年
高考作文坚持以考生为本，力求让考生

看得懂、感受深、易接受、有兴趣。突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关
注社会热点，凸显时代主题，贴近学生
实际，同时发展了任务型写作，更有利
于人才选拔与教学引导。

专家指出，材料型作文经多年实践
已趋于成熟。今年作文题在此基础上
精心设计写作要求，指令明确，发展了
任务型写作，更有利于考生发挥。全国
Ⅲ卷作文要求“以‘我看高考’或‘我的
高考’为副标题”，意在引导考生立足于

“我”，突出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主体，既
可写实，亦可虚构，为考生的思想表达、
经历叙述与情感抒发提供了更大空间。

紧贴生活和时代 注重传承与思辨
有关专家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兼

具稳重和鲜活，紧扣时代主题，囊括个
人、社会和国家。题目的设置不仅能展
现学生文章写得怎么样，还能体现文章
背后的人格和修养。

——贴近生活，富有时代气息。首
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
组长田云等一线教师认为，生活化是今
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特点，考题中纽
带、车、书店等都是学生身边的事，这让
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容易有表达
的欲望和发挥的空间。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贴近考
生、贴近现实生活，使考生感到熟悉、友
好，更易产生思想情感共鸣与交流，是
作文试题命制的努力方向。国家热点
战略“一带一路”、大众娱乐活动“广场

舞”、几乎人人在用的“移动支付”等关
键词，让人耳目一新。

——融古通今，传承发展文化。教
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全国Ⅱ卷作文
题选取了六个分别来自古代、近代和现
代不同时期的诗词文学名句，要求学生
不是用静态记忆来传承文化，而是合理
引用，从中解读出相应的意义，使优秀
传统文化在使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
新表示，全国Ⅲ卷的“我和高考”，出人
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考题以40年前恢
复高考这件有着时代转折意义的事件
为背景，连通了数十年的历史和学生当
下的个人体验，学生可以表达自己对

“高考”的独特体会和理解，也可以从更
高层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探讨高考
改革的方向。

——深邃思考，培育思辨能力。北京
市京源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王晨阳说，避
免高考作文套路化，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是
这些年高考作文的努力方向，在一些题目
中已经体现。如上海的“预测”，预测的东
西有很多，有巫婆跳神的预测，有黑洞理
论的预测，需要学生有足够深邃的思考、
足够开阔的视野才能写好。

陈建新认为，这些题目有利于那些
平时重积累、有思想并在议论文写作方
面有实力的考生展示其思考与议论的
能力。“无论是从高中生的心理成长历
程看，还是从与大学学习的接轨看，让
高中生学会写议论文很重要。”

有考生表示，不流于俗套、想创新
超越很难。要在考场上写出吸引人、思
想深刻的文章，需要平时多下功夫。

40年变迁，高考作文改革还在路上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等

专家看来，高考作文题是最能展现学生
汉语文学的素养和能力的，同时也是时
代变迁的投影。

记者梳理发现，从恢复高考元年的
“心中有话向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毁树容易
种树难”“乐于助人还是悄悄走开”，再到
新世纪以来的“汶川地震”“心灵的选
择”，高考作文命题逐渐从宏大的政治叙
事，走向关注社会热点、思辨人生人性。

“高考作文题和时代紧密相连，从
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人性的理解更
加丰富，视野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扩
大。”张颐武说。

除了题材，作文体裁也有着明显的
时代脉络变化。“恢复高考40年，我们
的作文试题经过了标题作文、材料作
文、话题作文和新材料作文四种形式。”
陈建新说，新材料作文最不容易与以前
的考题雷同，有利于考生个性发挥。

张颐武认为，从高考作文可以看出
今后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那就是增加
阅读量、增强逻辑能力、重视传统文化，
总体上要引导学生全面提高学习能力、
观察能力、思考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市高考
阅卷小组副组长漆永祥认为，“高考作文
命题者大可不必有太多顾忌，生活琐事、
家长里短、身边故事、普罗大众，皆可出
题，要尽量拉近考生与题目的距离，尤其
要引导考生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感想。”
漆永祥说，命题创新会激发考生作文的
变化，一定会出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
新颖求变、不拘一格的好作文。

家事国事天下事
——解读2017年高考作文

篮协主席姚明与千名娃娃上演“最萌身高差”

6月6日下午，浙江省第四届幼儿篮球表演大赛在上虞华
通体育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也
出席了大赛的开幕式，与现场1000多位身怀篮球“绝技”的小
娃娃上演“最萌身高差”。 （倪雁强 张孙超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施雨
岑）故宫博物院18日推出《故宫社区》
APP，整合故宫资讯、导览、建筑、藏品、
展览、学术、文创等10余类相关文化资
源与服务形态，探索数字文化服务的创
新模式，为观众打造一个“可入住”的博
物馆APP。

据介绍，《故宫社区》APP是一个全
新形态的博物馆APP。在这里，用户可
以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创造自己的线
上数字生活：通过发表文章、阅读或点

赞他人的文章、完成任务等方式，用户
可以获取积分，使用积分及经验值升级
自己的专属府邸，以现代的方式体验最
具古典范儿的文化生活。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通过这
款APP，大家能更容易、更方便地得到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动态消息。随着线
上线下的互动，人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参
观者，而是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参与者和
建设者。

“希望在《故宫社区》APP里，观众朋

友们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故宫’。”他说。
据悉，《故宫社区》APP还将在未来

被赋予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有趣的玩法，
故宫文化将在这个有机的生态中“活起
来”并被赋予更多价值。

单霁翔表示，为了在海内外更好地
推广故宫文化，故宫博物院将逐步推出
故宫文物藏品的高清藏品影像，让更多
人了解故宫文化，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故宫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让
故宫文化“走出去”。

故宫推出《故宫社区》APP 打造“可入住”的博物馆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