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6日，“刚刚”在鞍山动物园熊猫馆里玩耍。
近日，辽宁地区持续高温，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鞍山动物园里的

5岁大熊猫“刚刚”一边吹着空调降温，一边享用新鲜竹子、水果、胡萝卜、
蜂蜜等，清凉度夏。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大熊猫大熊猫““刚刚刚刚””清凉度夏清凉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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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全国大部分地区 2023 年
中考落下帷幕。今年中考透露出哪些“风向标”？记者
在上海、广东、天津、山东、重庆等地采访发现，多地在命
题中更加注重基础、强调应用、提升素养、鼓励探究。

◆ 紧扣课标要求，引导学生打牢基础
记者采访发现，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

核，成为多地中考各学科考查内容的主体。
在重庆市教委近日组织召开的中考试题专家点评会

上，“回归课本”成为专家和老师们口中的高频用语。以
数学卷为例，主要考查“数与代数”“统计与概率”等核心
课程内容，所占百分比与教材安排的课时比例基本相同。

上海中考综合测试物理部分评卷专家表示，试题注
重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考查，体现了“教学评”一致性。
其中，对力、凸透镜成像等知识的考查，素材来源于教材
及配套练习册等教学资料，强化教考衔接。

多名广州考生告诉记者，今年中考数学卷中大部分
题目可以在教材找到原型，没有偏题、怪题；成都中考数
学卷也注重落实课标，绝大多数试题源自教材。

“今年济南市中考试题在题型设计、知识点考查等
方面，都有创新。”山东省济南实验初级中学学生迟长安
说，只有回归课本，扎实掌握知识点并灵活应用才能更
好应考。

针对中考强化基础知识和关键能力考查，四川省成
都市七中育才学校语文教师张鹏程建议，要深研教育政
策、悟透课标精神，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不
仅让学生知道知识“是什么”，更要清楚“为什么”以及

“怎么样”。
◆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提升人文素养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今年济南市中考
语文命题的鲜明导向。”山东省济南实验初级中学语文
教研组组长陈万太说。

记者注意到，今年济南市中考语文卷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内容丰富：《明史·方克勤传》通过讲述
方克勤体恤百姓、重视教育的故事，引领学生感受他身
上闪烁的优秀品质；《物勒工名》则介绍了这一古代管理
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传统工匠精神形成和传承起到
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思考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阅读作品，读到北京的风物与精神；走进建筑，读到
北京的历史与文化；参加活动，读到北京的习俗与礼
仪……今年北京中考作文题“二选一”是“我读到的北
京”，引导学生关注北京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新动向。

广州中考试题分析专家介绍，今年广州历史试题充
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州本土历史资源等，向学
生讲述历史故事：用尧舜禹的传说，让学生感受到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用文成公主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中国古
代各民族交融发展……

不只语文和历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还巧
妙地体现在其他学科上：重庆的物理试题选取《天工开
物》中记载的我国传统汲水工具桔槔，考查杠杆、压强等
知识；广州的化学试题创设了从天然盐湖水中获取重要
盐类的真实情境，让学生感受古代化学技术的发展……

“中考是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过程。”重庆南开中学
初中语文老师颜运静认为，试题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助于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

◆ 融入现实情境，引导学生思考和创新
今年重庆中考道德与法治试卷中的“彩礼”试题引

发社会关注。试题列出“彩礼是一种过时的习俗，应该
被取消”和“彩礼是一种婚嫁风俗，不应该被取消”两种
观点，要求考生选择一种观点分析其合理性。

“这个题目与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重庆市巴南区教师进修学院中学思政教研
员谯婷说，试题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的
现实问题，与社会和时代同频共振的重要性。

在天津南开日新学校九年级语文高级教师任晓丽
看来，通过符合学生认知水平且贴近现实问题的情境，
考查的是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思考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年上海中考跨学科案例分析考试中，试题以《生
命科学》教材中软体动物蜗牛作为探究对象，图文并茂
地呈现阅读文献、制定探究方案、拓展调查等相对完整
的探究过程。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周
刚说，这道题重在考查学生贯通融合地理和生命科学核
心概念的能力，以及理解分析自然现象等方面的能力。

另类温度计的制作、太阳能路灯照明系统、新型测
力计和数字气压计……广州中考物理卷中部分试题选
取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实验探究等各类场景，引导学生
利用物理知识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从“解题”转变为

“解决实际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学九年级二班的代逸凡说：“今年天

津中考更侧重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查。比如物理最后一
题，不再是单纯套用公式或已有模型，而是需要刨根问
底地探究模型或公式的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灵
活应用。”

中考不仅是学业测评，也为今后教学指明方向。“要
尊重教育规律，促进教学回归本源，为更好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沈阳市育源中学党总支书记袁
桂红说。

各地中考透露出哪些“风向标”

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出炉，不少“准大学生”
将外出旅行作为自己的“成人礼”。高中老师以及
铁路、景区工作人员提醒高三毕业生，出门在外，玩
得开心更要玩得放心，同学们最好结伴而行，向家
长、老师报备行程，不与陌生网友见面，不做冒险行
为。近期全国多地进入汛期，高温天气增多，要注
意涉水安全，预防中暑，遇到困难及时求助。

高考结束以来，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中国
科举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全国多地高三毕业生的
热门“打卡地”。来自江西玉山一中的郑宏博和
同学结伴来南京旅游，“这是我第一次不跟父母
出游，家长在安全问题上难免有些担心。”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
G180次列车长沈庆怡告诉记者，近几周，列车上
的高三毕业生旅客明显增多，“同学们出行目的
以旅游、探亲为主，集中在杭州、南京、泰安、北京
等热门方向。”

“不少同学是第一次独自出行。”铁路南京站
客运值班员黄吉莉说，有的高三毕业生还不懂如
何取票、如何找到候车室和检票口，“同学们遇到
问题可以及时向我们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高中部副校长李
烨介绍，早在高考结束第二天，学校就发出了《致
全体高三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家长注意孩子们
的暑期安全。

“我们的提醒主要聚焦交通安全、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三方面。”李烨表示，高三毕业生出行游
玩，应慎交网友，不与网友见面，不和陌生人搭伴
出游，必须将自己的行程、返回时间、同伴身份及
联系方式等信息告知家长。

南京夫子庙风光带管委会城管科科长雷有
年提醒，同学们出行不要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乘
车要系好安全带。随着全国多地进入汛期，要留
意当地天气预报，不冒险、不探险，严防发生溺水
事故，可避开白天高温时段，预防中暑。

此外，暑期高三毕业生的各类聚会较多。李
烨提醒，同学们到室内场所聚会，应留意消防通
道和安全出口，不暴饮暴食，不饮酒更不酗酒，尤
其要增强防范毒品的意识和能力，不喝陌生人给
的饮料，切莫沾染不良嗜好。

李烨建议，家长不宜当“甩手掌柜”，要和孩子
多沟通交流，鼓励孩子多做户外运动，保持良好的
学习、生活习惯，放松而不放纵，以健康、阳光、积极
向上的状态，迎接大学生活的到来。 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鹏 杨湛菲）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认真做好暑期校外培训治
理工作，要求对培训机构和个人以“一
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
教”以及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通知要求，各地要广泛动员街道、
居委会、社区等力量，深入推进网格化
管理，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居
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管控排查，严
防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开班、已注销
培训机构继续开班、面向3岁至6岁
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打擦边
球”开展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

通知指出，要加强暑期非学科类
培训价格监测，引导培训机构实行明
码标价、合理定价，对违法违规收费

行为，特别是借暑期之机肆意涨价的
做法，联合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等部
门进行严查。全面加强预收费监管，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和重点
抽查，严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
题发生。

通知要求，各地要把安全工作放
在首要位置，全面开展培训机构风险
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管控，坚决遏制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暑期前，联合消
防、应急管理等部门对培训机构至少
开展 1 次安全专项检查，对场地、设
施、消防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机构，立
即停业整改，补齐补足人防、物防、技
防设施设备。督促培训机构在暑期
前至少开展1次安全自查自纠，制定
完善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加强暑
期日常管理，确保营业期间每2小时
开展不少于1次的防火等安全巡查，
坚决维护学生生命安全。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思
北）记者27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
步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健康安
全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
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3年暑期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
治7方面网上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

这7方面问题包括：有害内容隐形变
异问题、网络欺凌问题、隔空猥亵问题、

网络诈骗问题、不良内容问题、网络沉迷
问题、新技术新应用风险问题。

其中，网络欺凌问题方面，重点整治使
用网络烂梗对未成年人进行侮辱谩骂；对
未成年人进行“人肉搜索”，恶意传播泄露
未成年人隐私的欺凌视频等。针对新技术
新应用风险问题，重点整治利用所谓“阅后
即焚”的密聊软件诱骗未成年人提供个人信
息，诱导实施违法行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制作发布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等。
通知提出，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

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全面压
缩有害信息隐形变异的生存空间，坚决
遏制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进
一步提升学习类APP、儿童智能设备等专
属产品服务信息内容安全标准，有效解
决网络沉迷问题，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安全成长的网络环境。

端午小长假刚刚结束，暑期旅游市
场就提前迎来预订高峰。

同程旅行的报告指出，今年端午假
期与中小学放假时间相邻，且与暑期前
半段叠加，预计民航、铁路等客运单位的
暑期出发高峰将提前一周左右到来。同
程旅行预测，今年暑期客流高峰将出现
在三个时间段，即7月2日前后（中小学放
假）、7月下旬到8月中旬、9月3日前后（
各地院校集中开学前一周）。学生和亲
子客群全面回归将是今年暑期出行的一
大亮点，广州、北京等地客流量居前。

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由于出行需
求旺盛，今年暑期（7月1日至9月1日）机
票价格将保持高位，尤其在8月中下旬前
后将达到阶段高位。2023年民航“暑运”
客流高峰主要分布在两个时段，一个是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前后，国内机票均价
（不含机建燃油费，下同）维持在900元至

1000元之间的相对高位，另一个是8月2
日至8月20日前后，国内机票均价维持在
900元至1100元之间。

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2023 年暑期
国内机票均价较 2022 年同期上涨了约
32%，较 2019 年同期上涨了约 5%。旺盛
的出行需求是支撑暑期机票价格上涨的
主要因素。

同程旅行的报告显示，暑期部分热
门航线的热门航班较为抢手，涨价趋势
明显，人们提前订票的意愿强烈，机票预
订提前量较近年同期大幅增加。机票预
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和学生两大
客群提前 7 天以上订票的比例分别为
24.9%和18.7%，均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

当日，途牛发布的预订数据也显示，
今年暑期，国内长线游占据暑期旅游消
费主导，出游人次占比为61%。其中亲子
游、避暑游等出游主题需求旺盛，在途牛

截至目前预订暑期出游的用户中，亲子
游出游人次占比达58%。

同程旅行的报告预测，2023 年暑期
亲子游将迎来全面复苏，出游人次有望
超越2019年同期。来自同程旅行的出行
大数据显示，2023年暑期民航、铁路旅客
的亲子客群占比（含1岁—17岁未成年人
旅客的订单比例）均将超过2019年同期。

业内人士表示，学生与亲子客群的全
面回归是暑期旺季模式回归的重要标志。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3 年暑期民
航客流亲子客群占比预计将达到10%，铁
路客流亲子客群的比例预计将达到8%，
均有望达到2019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从预订数据来看，途牛的报告显示，
上海、南京、北京、广州、天津、杭州、深
圳、武汉、成都、苏州等地用户出游热情
更为旺盛，出游人次位列“暑期出游热门
客源地”榜单前列。 本报综合消息

＠准大学生：

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查收

暑期旺季模式回归：亲子游订单占近六成

以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
学科类培训问题将被集中整治

中央网信办：重点整治七方面网上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