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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已于6月1日正
常开放，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
工作，提醒广大市民：
一是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部署。

有效落实网格化管理，严格执行进场扫
码、通风消毒等措施，抓实抓细各项防疫
举措。二是软硬件设施已“双提升”，打造
智慧浴场“新高地”。微信小程序购票功
能升级，推出“智慧浴场”3 . 0。市民在家
就可以提前完成购票，大大提升了购票
便捷性，缩短了等候入场时间。浴场大楼
梯换新、更衣室吊顶更换、张拉膜及观景
台钢结构除锈等。三是将不断提升游客
及市民的休闲体验感。一浴已重新规划
泳区布局，科学设计游泳区、无动力娱乐
区及动力娱乐区，引导泳客安全入浴、娱
乐休闲及沙滩游玩。四是会全面加强精
细化管理力度，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一浴
将根据市民及游客的不同需求，持续完
善业户经营、卫生环境、安全保卫、更衣

服务等工作标准，提升各板块工作人员
从业技能及规范，切实将标准化与精细
化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的每一环节，努
力提升第一海水浴场服务品质。

更衣证办理须知

办理地点：
1.普通更衣证在浴场地下更衣室办理
2 .休闲更衣证在浴场办公室办理

办理时间：
上午:8:30至下午5:00

办理价格：
普通更衣证150元(老年人、在校学

生、现役军官、残疾人办理普通更衣证可
享受半价优惠)；休闲更衣证300元。
使用期限：
2022年6月1日～ 10月31日
更多资讯请关注“青岛第一海水浴

场”“青岛国信汇泉湾”微信公众号，服务
咨询电话：82963355。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开放须知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
有的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也有人
在高考中黯然神伤。
如今，在高考综合改革进程及时

代发展中，考试并不一定就定格了学
生的人生，为理想拼搏奋斗的过程与
成绩同样重要。经历变革而不断地贴
近时代，高考的内涵似乎更加丰盈，但
不变的是选拔人才的初心，不变的是
聚焦成长的过程。
高中三年不断收获知识，也为目

标不懈努力和奋斗，就是那个最精彩
的自己。
归根结底，高考还是一场选拔性

考试，选拔合适人才的初心不会改变。
应该说，“选择”这个词也贯穿于

成长的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的成长。实施高考综合改革之后，学生
的专业选择变得更加精准，对学生的
长远规划能力、专业了解程度以及综
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除了关注成绩，
也要关注兴趣和专业志向，以实现个
性特长的发挥。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王

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家庭和学
生也应该意识到，不能把生涯规划走

向功利化，或简单等同于选科、志愿填
报。生涯规划的价值是让孩子拥有把
握人生的意识，有自主选择、自主决
策、调整适应的能力。
围绕高考生的故事必然会继续，

围绕成长的努力也在继续。
目前，青岛正全力推进生涯规划

教育，下探至初中甚至小学开设课程，
还成立了生涯发展指导专业委员会，
吸纳高校专家、中小学教师、能工巧
匠、行家里手，形成了家校社协同的团
队，开发更多资源为学生赋能，也缩小
生涯规划的发展不均衡现象，让学生
拥有选择的能力，享有选择带来的幸
福感。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高考是属于青春的故事，更是一
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对于这届高考学
子而言，也有着更多的意义和感悟。今
年，依然是“3+3”夏季高考模式，等级
考“6选 3”、“专业+高校”也不再陌
生，但主角却是新一届学子，也是新高
考的第三届，他们经历了不一样的三
年，在高考视角下是对成长特殊的注
解。青岛考生跨过两次居家网课考验，
走过紧张焦虑而自律奋斗，见证和经
历着改革带来的不同。如今，在高中三
年积累的成长中，他们正式去寻找属
于青春的意义。

>>>自律
高中三年经历两次网课
今年这届高考学子，在网上被称

为特殊的一届。疫情防控、日常测温、
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似乎陪伴着
高中三年的时光，既见证着他们的成
长故事，也看得到他们对于梦想的坚
持。这段记忆中，居家网课留下深刻的
印记。
“就这届高考生来说，他们经历了
两次居家网课，既是经历也是一种磨
砺，有过焦虑也收获成长。”一位高三
老师对此颇有感触，“第一次网课恰逢
高一，因突如其来让学生有些懵懂，甚
至还有一丝丝焦虑，对于老师来说也
会如此。第二次居家网课则在高三，距
离高考已经不足百天，师生的着急也
写在脸上。好在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
二次网课变得顺畅许多，学生的自律
性更强，与老师的沟通也更多了。”
有学生回忆那段时光说，第一次

网课时还不成熟，从线下课堂转到线
上学习，过程中甚至需要父母来监督。
后来随着成长与经历，这种现象不断
得到改善，不再需要家长盯着，网课效
率也提升了。有学生分享，“那时流行
一个词叫‘卷’。我们说读书破万‘卷’，
督促自己多学一点，就能从竞争中突
围出来。”
在多位高三老师看来，网课给师

生带来诸多考验，潜移默化地成长也
不能忽视。有学生坦言，在自律方面得
到成长，也逐渐熟悉这种新的上课方
式，“高中三年显得有些短暂，与同学
相处的时间缩短了，同窗读书的日子
却变得珍贵，更加珍惜。”也有学生觉
得，那段日子提升了沟通交流能力，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人生从无完美，
也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才使它拥有
了如此的价值，缺憾也并非一无是
处。”

>>>变化
教与学贯穿核心素养
从近年高考命题趋势看，试题的

知识面广，阅读量比较大，情境性比较
强，聚焦“核心素养”掷地有声。青岛六
十七中教师姜祖光告诉记者，就这一
届师生来说，完全在新教材下成长，是

彼此共成长的过程。“之前新课标使用
老教材，他们用与新课标吻合的教材。
对于老师和学生，都算得上一场成长
和考验。”新课标突出核心素养，聚焦
于学生的思辨能力，都在新教材上得
到集中体现，也为后来者指引了教与
学的方向。
“这届孩子，只有课程标准没有了
考试大纲，老师讲解知识的程度不一
样了。”青岛六十八中高三老师童云飞
说，知识可能还是原来的知识，但能力
水平的要求提高了。在此之前，学生只
要掌握了知识即可，将范围内的知识
吃透就行。但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除了掌握基本知识之外，必须要学会
自主学习和探究，提升阅读能力、提炼
能力、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要求
也会一直贯穿下去。
“原来学生就是掌握知识，现在要
学会运用知识，引导学生探究和解决
问题，课题实践也就跟了上来。”童云
飞说，这给教学带来了变化。
“高考改革带来选课走班，对高
中老师的要求更高了。新教材一些课
后题目，也跟实践活动有关联，引导
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让学生在活动中
收获成长。”青岛二中一位高三老师
认为，这些都是从未来发展角度考
虑，为孩子做起更为长远的打算。“现
在的学生不只是学会学习，更是社会
的一分子，应该有时代的责任和担
当，学校也为此提供了更多机会，提
供创新活动平台，让学有余力的参与
其中；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涵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

>>>选择
科学生涯规划在增强
等级考从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

门，与个人志趣、专业选择相关联。“选
科一般在高一下学期到高二上学期进
行。这一届的很多学生和家长，从高一
入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不断地咨询
选科，提前规划着自己的未来。”童云
飞回忆，当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即便算不上成熟。学校也会安排选科
指导，不断强化家长和学生的了解。他
觉得，这一届家庭生涯规划意识在逐
步增强，认知程度也不断加深。
童云飞也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纠

结，“有的孩子可能只看重兴趣，忽视
学习能力和高考特点。也会有人只看
成绩，却对自身特质、兴趣把握不全
面。”有学生确定选科一段时间后，感
觉比较吃力又选择放弃。甚至有极个
别学生，因为选科想得不够明白，临
近高三又打算调整选科。童云飞坦
言，这也是高中生成长的过程，选科
有变化和调整也正常，循序渐进当中
才更了解自己。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王

萌介绍，一项调研显示，无论是从家庭
角度，还是具体到学生身上，正越来越
重视生涯规划。00后一代，做人生选
择最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志趣，第二位
是发展前景，其次才是收入高低、就业
难易。家长也更加支持孩子追求人生
价值，寻找自己的满足感、幸福感。
“高考综合改革实施之后，明显强
调了学生的选择权，也传递着人尽其
才的信号。”王萌说，学生在中学阶段
的探索和选择，极大可能地关联未来
成长方向。这届考生对于生涯规划的
愈加重视，是令人欣喜且值得关注的
变化。

这届高考生，有点不一样
居家网课、核心素养、个人志趣……高中三年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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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形式变化，不改育人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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