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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达州市第一中学校（以下
简称“达州市一中”）第七届现场作文大
赛在该校朝阳校区、凤凰校区同步开赛，
千余名选手现场作文，比拼文采，较量智
慧。

现场作文：
一场纸笔间的思想交锋

当天下午 4 点半，达州市一中凤凰
校区绿茵场上，600余张课桌整齐排列，
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交锋正在进行。学
生们有的凝神顿思，思考如何立意措辞；
有的胸有成竹，自信落笔。现场十分安
静，只有沙沙的纸笔摩擦声折射出思维
的激烈运转。

比赛开始前一刻，考题才揭晓，不同
年级的学生面临着各自的思维挑战。初
一组要求学生在两项主题中任选其一，
一个要求学生围绕“时间暂停”展开想
象，探讨珍惜、弥补或反思的主题；另一
个则让学生以“无手机日”为主题，思考
科技与生活如何平衡。初二组同样让学
生“二选一”，一个要求学生用日记体形
式记录一段帨变历程，另一个聚焦非遗
传承，让学生思考文化传承的困境与创
新。高中组聚焦 AI 技术破圈的前沿议
题，让学生思考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对于作文题目，初二学生张曦文并
不陌生。“我们语文老师讲过类似的作文
题，围绕非遗传承的难点与突破，全班讨
论，并进行写作训练。”她告诉记者，她平
时就会找相关文章阅读，还在寒暑假期
间做过社会调查。

“大意了，平时有关注AI，但没有深
入思考。”大赛结束，记者随机采访学生，
有同学抱怨道。但也有同学表示，命题
紧扣时代变化，充满哲思，有很大的发挥
空间。

命题背后：
允许稚嫩鼓励创新期待闪光

此次作文大赛由达州市一中初中语
文教研组和高中语文教研组分别命题。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思维水
平，各组设置了层次分明的命题。初一
组注重情感体验和生活观察，初二组侧
重跨学科思维，高中组则更具前沿性和
思辨深度。

初中组命题人、达州市一中教务处
副主任彭艳介绍，“进入初中后，学生学
业压力增大，我们希望通过‘时间暂停’
等开放性命题，引导学生珍惜当下，用心
感受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彭艳说，初
二学生学习范围更广，命题特意融入跨
学科元素，引导学生综合学科知识，明白
语文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生活化、情景
化的。

高中语文教研组长刘骢表示，高中
学生对AI技术、元宇宙等概念已有初步
认知，但这种认知往往停留在概念层面
缺乏系统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
赛，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新变化，培养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与“考场作文”不同，此次大赛时长
一小时，学生有充足的思考时间，大赛鼓
励学生少些“套路”“模版”，多些思考和
个性化表达。“学生的思考可能还不够成
熟，表达也可能略显稚嫩，但我们更看重
他们的独特视角、丰富的想象力等闪光
点。”刘骢表示，因此评卷时，我们要求阅
卷老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耐心品读
每一篇文章。

据了解，接下来，该校将组织教师展
开阅卷定评工作，各个组别将分别评选
出特等奖 6 名、一等奖 15 名、二等奖 60
名、三等奖90名。

赛事余音：
以赛促学以文育人

记者注意到，赛场上，既有初次参赛
的“萌新”，也有久经沙场的“老将”。高
一学生曹颖是首次参赛，她说：“初中时
就看过往届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那些真
挚的文字让我深受触动，今年终于鼓起
勇气报名。”像曹颖这样的追梦者不在少
数，高二学生李欣怡已是第四次参赛。

“从时间管理到科技伦理，每届作文大赛
的命题都充满巧思，让我对生命有了更
深的思考，我想这正是人文教育的魅
力。”

写作是思考的延伸，然而在智能时
代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下，学生的深度阅
读能力、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均面临挑
战。“一场作文大赛，学生收获的不仅是
荣誉，更是精神的成长；不仅展现才华，
更种下理想的星辰。”学校副校长张自

强表示，希望通过赛事引导学生关注时
代脉动，培养独立人格。

为此，学校建立了多维度激励体
系。不仅会将优秀作品结集出版，供各
年级传阅学习，还将优先推荐获奖者参
加更高级别赛事，并安排在校刊发表、文
学社团展示。学校也将举行隆重的颁奖
仪式，校领导亲自为获奖者颁发证书，让
文学之光点亮整个校园。

大赛既是检验学生阅读量与思维深
度的试金石，更是衡量语文教育、思政育
人的重要标尺。据了解，赛后该校各年
级将召开探讨会，组织获奖学生分享创
作心路；语文教研组进行“靶向”研讨，对
学生作文闪光点进行归纳总结，结合学
生作文中的共性问题，探讨语文教学的
改进方向；同时，召开教学管理专题会
议，进行系统总结，让大赛真正反哺教
育，实现“以赛促学，以文育人”的良性循
环。

□记者 文莉萍

不设标准答案 鼓励独立思考

一场作文赛背后的教育智慧

千人作文大赛现场千人作文大赛现场。。

从“助力”到“托底”

达州教育系统积极打造托底帮扶的“万源样板”
（上接1版）

从“输血”到“造血”：
硬件与软实力的双重跃升

三年春风化雨，万源教育正经历着一
场由表及里的深刻蜕变。

走进如今的万源校园，处处可见帮扶
带来的新气象：达州东部经开区捐赠100万
元，让万源竹峪中学使用近 16年的塑胶操
场焕然一新；渠县第二中学把“走班制教
学”的种子播撒在万源草坝中学的土壤里；
达州市一中、达州中学用数字技术架起“云
桥梁”，通过“四川云教”平台让万源四中
40%的课堂实现“双师互动”，让山里娃也能
触摸到优质教育的脉搏……

改变既体现在崭新的校舍、先进的设
备这些看得见的硬件上，更镌刻在师生们
自信的眼神、家长们舒展的眉梢这些看不
见的气质里。

记者注意到，不少帮扶单位把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列为重要举措，通过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建设心理健康辅导室、
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等措施，有效筑牢了万
源学生心理健康屏障。

隐性变化也在万源教师队伍中悄然显
现。许多帮扶学校派驻骨干教师，甚至是名
师工作室领衔人赴万源，他们扎根当地，从
课堂到管理全面示范，手把手传授经验。“与
优秀者同行，自己也会闪光。”一位万源教师
表示，在朝夕相处中，大家也被帮扶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感染，教师队伍活力、
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被全面激发。

这些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变化，共同
勾勒出万源教育从“输血”到“造血”的美丽
蜕变轨迹。

举措有硬度，帮扶有温度。帮扶教师
们背着行囊走进大山，把异乡当故乡。他
们中，有人踏遍崎岖山路家访，有人挑灯备
课至深夜，有人放弃节假日坚守岗位，达州
中学英语教师廖晨茜，带着两个年幼的孩
子扎根山区的故事更是被广为传颂。

如今，在万源的街头巷尾，教育正成为
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站上的一条条点
赞留言，寄往教育局的一封封感谢信，字里
行间流淌着老百姓最真实的获得感。

从“量变”迈向“质变”：
聚焦机制创新实现可持续帮扶

托底帮扶的浩荡东风，吹开了万源教
育的满园桃李。在达州市教育系统托底性
帮扶万源工作推进会上，万源市政府、市教
育局、各被帮扶学校代表的声声“感谢”，激
起了会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是对
三年帮扶情谊的铭记，更是对未来教育发
展的期盼。

今年，达州市教育系统托底性帮扶万
源工作已迈入第四个年头。站在新起点，
邓剑用“四个瞄准”勾勒出 2025 年帮扶蓝
图：瞄准教育质量、瞄准学科差距、瞄准教
学手段、瞄准办学条件。“差啥帮啥，缺啥补
啥”的精准帮扶思路，彰显了帮扶理念从

“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今年，帮扶工作将向更深处迈进。
教育质量上。丰富教研载体，积极开

展示范课送教、教学比武、“异步教研”等活
动，推动教学质量突破；共享优质资源，整
合共享课件教案、微课视频等全市资源，推
广“双师课堂”模式；借智助教升级，推动建
成万源教育城域专网，开展数字化应用练
兵，提升精准教学能力。

队伍建设上。推动名师领航，实施“青
蓝结对”，强化“三名”建设，扩大示范作用；
补齐能力短板，举办专项培训，开展县域视
导，组织跟岗学习，提升教学管理能力；激
活“内生造血”，组建学科研修团队，加大教
研经费投入，孵化培育本土名师。

办学条件上。强化资源建设，支持万
源学校项目加快建成落地，改善办学基本
条件；积极向上争取，想方设法争取省市的
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强化资源共享，统筹
建立“帮扶设备周转池”，实现捐赠资源城
乡共用、效益倍增。

我市今年还将聚焦机制创新，推动长
效帮扶。四大创新机制应运而生：精准对
接的“需求清单”让帮扶有的放矢；政校企
协同的“多元联动”汇聚帮扶合力；体贴入
微的“激励保障”消除支教后顾之忧；薪火
相传的“帮扶接力”确保工作持续推进。

优秀经验细化升级配合机制创新，正
在推动帮扶工作实现从“量”向“质”的根本
性转变。

最好的感恩是自强，最好的答卷是奋
斗。万源市也以昂扬的姿态回应，副市长
胡孝刚表示，将以“托底帮扶”为支点，以

“教育强市”为目标，以“教育三年提质”为
抓手，重点实施“强基固本、引育并举、提质
培优”三大行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三年倾情帮扶，不仅改变了万源的校园
面貌，更重塑了教育生态，助力万源教育实
现了从“追赶”到“跨越”、从“跟跑”到“并跑”
的转变。未来，达州市教育系统与万源教育
工作者将继续同心协力，以优质均衡发展为
引领，以教育现代化为目标，共同探索县域
教育振兴的新路径，点亮万源学子追梦路，
携手绘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记者 文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