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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5 年高考临近，考

生和家长对各类复习资料的关

注度不断攀升。近些年爆火的

AI 大模型，在各类博主和商家

手中变成“押题神器”。在某视频

平台，“用 AI 预测高考作文题”

等视频均有几万至几十万不等

的浏览量。另据媒体报道，一款

名为“历年高考真题+deepseek

预测 2025 高考题”的模型很是

热销。

押题界的“科技狠活”真的

管用吗？AI 押题的本质是基于

大量已有数据和算法模型，通过

对往年真题的分析，预测出可能

出现的题型和知识点。对此，高

考学子要有清醒认识，AI 虽有

很强分析能力，但高考各类知识

点浩如烟海，怀着试试看的心态

模拟测试一下未尝不可，而如果

迷信 AI 预测而不加强全面学

习，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比几个平台的考题预测

不难发现，AI 押题不过是迎合

了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心理的

一种寄托罢了。某大学研究机构

研究表明，AI 押题准确率低于

20%。更有媒体调研发现，AI 押

题准确率甚至低于 5%。

除 AI 押题外，近年来，高考

必胜挂件、高考好运手链、上岸

书签等产品在高考季总是格外

热销，“在背书和刷题之间选择

了拜佛，在上学和上进中选择上

香”并不鲜见，如今还演变成了

“在模考和复习中，选择了相信

AI”。这种迷信心态对取得高考

好成绩是有害而无利的。

这两年，教育+AI 的应用边

界在无限扩展，AI 分析系统、可

穿戴设备、机器人等科技产品正

在进入学校教育领域。然而，教

育+AI 产业链也成了某些商家

牟利的工具。一些自媒体账号过

度鼓吹 AI 功能，在软文中暗含

“押题准确率”“AI 密押班”等内

容。更有电商平台纵容商家以

“985 学霸团队训练”“独家算法

模型”“AI 押题密卷”为噱头进

行诱导性宣传，相关平台监管不

力也导致了技术工具的神化，成

为取代学生思考的“平替”。

针 对 AI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应

用，我国已出台相关规定。2024

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

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

知》中就明确规定，要引导学生

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社会的关

系，促进思维发展，培养创新精

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 AI 的规范应用还需多方

协同发力。各级教育部门应加强

对教育类 AI 产品的审核与监

管，建立准入与退出机制，对夸

大功效、误导消费的行为进行严

肃查处；平台方要压实主体责

任，对涉及 AI 押题的内容和商

品进行严格筛查，杜绝虚假宣

传、违规营销等乱象；学校和家

长应帮助考生树立正确的备考

观念，认清 AI 辅助学习的本质，

引导考生摒弃投机取巧心理，将

精力投入到脚踏实地的复习中。

教育不是概率游戏，AI 只

能作为学习辅助。AI 作为工具，

的确能在知识整理、学习方法优

化等方面提供帮助，但它永远无

法替代主动思考与知识内化。与

其盲目依赖 AI 押题，不如回归

教育本质，让考生在系统学习与

深度思考中，真正提升自身能力

与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在高考

这场人生大考中从容应考，交出

满意答卷。

莫要迷信高考“AI 押题”
李熹珩

前段时间，有自媒体行业朋友说，当前

该行业“买卖流量与粉丝”现象较为普遍，

曾有陌生号码打电话给他报价说，1000 元

能买几万粉丝。

自媒体行业内的“数据买卖”早已有

之，部分平台也在公然售卖。在某个短视频

平台里，“上热门”栏目内“引流、涨粉”被明

码标价——“首单限时优惠套餐，30 元，投

放 6 小时，预计能提升粉丝量 10 个至 75 个，

播放量 1500+；78 元，投放 12 小时，预计能

提升粉丝量 26个至 195 个，播放量 3900+”。

这种通过拿钱购买数据“打造爆款”

“一夜爆红”的投机取巧行为，对许多辛辛

苦苦、费尽心力进行内容创造吸引粉丝的

自媒体人并不公平。

近些年，由于自媒体行业内部竞争愈

发激烈，加上受众审美疲劳，在“狼多肉少”

的营销环境里，一些人便开始通过买卖数

据牟利。对此，大部分买家也认为“花多少

钱拿多少流量”天经地义，买卖双方各得其

利，更助长了这一行为。

这加剧了自媒体行业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一些人跟风博眼球、蹭流量，用买来

的数据迷惑受众，将原本休闲娱乐的“游

乐场”，变成了自欺欺人的“名利场”。这种

靠买来的数据角逐“网红”地位、分割行业

资源蛋糕的行为，正在悄然腐蚀着自媒体

生态。

2020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指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

用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

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

违法活动。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央网信办

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视频会议，指出流量造

假、黑公关、网络水军问题相互勾连、互为

策应，损害网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舆论环

境，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反映强烈。

整治自媒体行业内数据买卖乱象应常

态化。相关部门应狠刹自媒体行业存在的

流量造假歪风，大力打击数据买卖行为，加

强宣传引导，还自媒体行业一个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自媒体创作者也应当自觉遵

守相关规定，共同维护行业声誉，努力提升

自我能力，多制作高质量作品，坚持以优质

内容吸引受众。

让自媒体流量回归真实
王朝帅

近日，隆回县组建 10 个

师德师风宣讲团，面向各乡

镇（街道）中心学校和县直学

校全体教职工开展师德师风

宣讲活动。每个宣讲团由县

领导带队，1 名优秀教师、1 名

优秀班主任、1 名优秀校长、1

名优秀校园餐管理员组成。

这样的宣讲，让榜样力量广

泛传扬，激发了广大教师的

奋斗豪情。

“ 国 将 兴 ，必 贵 师 而 重

傅。”教育是国之大计，教师

则是立教之本。师德师风作

为教育事业的灵魂，不仅决

定教育质量，更关乎民族未

来。长期以来，我市高度重视

师德建设，成效显著。但师德

师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

工程，须建立长效机制，久久

为功。

制度构建和监督落实是

师德建设的两个关键环节。

从制度层面看，各地精准施

策，完善师德考核评价体系，

明确职业行为准则，为教师

行为划定清晰红线；在监督

机制上，教育督导与纪检监

察协同发力，违规补课、有偿

推销教辅材料等乱象得到有

效整治，校园风气焕然一新。

更令人振奋的是，谭美珍、夏

子然、谭周洲等一批师德楷

模脱颖而出，他们的事迹登

上央视，成为教师的精神标

杆，正向激励效应持续放大。

当然，个别教师理想信

念崩塌，将教育事业异化为

谋生工具，背离育人初心；部

分学校管理松散，对师德问

题视而不见，日常教育管理

流于形式，致使不良风气滋

生蔓延；制度执行浮于表面，

缺乏刚性约束，严重削弱制

度权威性。这些问题仍不同

程度存在，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各级教育部门必须拿出

“刮骨疗毒”的决心，以“钉钉

子 ”精 神 完 善 制 度 、细 化 标

准，强化监督、拓宽渠道，让

师德师风彰显在阳光下。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弘扬正能

量，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师

者为范的浓厚氛围。

广大教师要以“四有”好

老师为标尺，将师德融入血

脉、化为行动。用爱心浇灌学

生成长，用高尚情操感染学

生心灵，用扎实学识启迪学

生智慧，用仁爱之心润泽学

生心田。面对诱惑，坚守教育

初心，以坚定信念铸魂育人。

“三寸粉笔系国运，一颗

丹心铸民魂。”师德建设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要以刀刃向

内的勇气直面问题，以常抓

不懈的毅力推进师德师风建

设，让师德之光照亮教育征

程，培育出更多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师 德 如 光
曾彥菲

从善如流是大家熟知的

成 语 ，出 自《左 传·成 公 八

年》。原 文 为“ 从 善 如 流 ，宜

哉！”意思是听从好的或正确

的意见与建议，像水往低处

流一样顺畅自然。形容乐于

接受别人的劝告。

历史上，有很多“从善如

流”的经典事例。最耳熟能详

的莫过于中学课文中的一个

故事，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高超的“话术”固然颇值

称道，将“赋比兴”用得行云

流水，让平地惊雷变成春风

化雨。但齐威王的“纳谏”更

是 看 点 ，知 错 能 改 ，虚 心 听

谏，广开言路，采纳群言，最

后成就霸业，冠盖群雄，成为

战国七雄之首。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亦

有典型。也是中学学过的课

文 ，叫《扁 鹊 见 蔡 桓 公》。扁

鹊 多 次 劝 谏 蔡 桓 公 趁 早 治

病 ，但 蔡 桓 公 固 执 己 见 ，回

避 问 题 ，最 后 积 重 难 返 ，一

命呜呼。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

多时候，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有助于纠正错误，少走弯路，

不走岔路。普通人当如斯，团

队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更应

如此。但现实生活中，有的管

理者甚至决策者，却因为这

样那样的原因，产生认知误

区，继而错误抉择，要么无动

于衷，要么刚愎自用，要么悬

而不决，让问题的解决陷入

“死循环”。常见有三种表现

形态：

一是熟视无睹。漠不关

心，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不共情，不换位，不

作为。二是固执己见。思维僵

化，不辨是非；偏听偏信，行

动偏向。明明是客观事实、基

本认知、简单道理，三岁小孩

都分得清，却就是说不通。或

者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明

理”却死不“认理”。这当然不

是智力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其实就是屁股坐歪了。三是

久 拖 不 决 。懒 政 怠 政 ，不 想

为；嫌麻烦，不愿为；充当老

好人，不敢为。

这三种情形，虽然表现

形式各异，但共同的原因都

在于“心术”不正。没有设身

处地，急群众之所急；没有换

位思考，想群众之所想。没有

共识，当然无法共情；不能同

心同向，当然无从同频共振。

至于“屁股”决定“脑袋”、人

情取代原则、因为巧言令色

导致利令智昏，让理性判断

失之于妖言惑众，更是利益

格局面前的人性扭曲，是“从

善如流”最大的“绊脚石”。

如何去除这些“心魔”，

实现真正的“从善如流”呢？

其实无需大道理，秉持一个

“善”字就行。

一要善心。怀揣一颗善

心，秉持一份善意，才会设身

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真心实意

地付诸行动。既要听得进意

见，择善而从；更要心怀善意，

力做善事。这是一份责任，一

种担当，也是一份良知。

二要善行。对的就要坚

持，正义的事就要去做。心摆

正了，水端平了，群众才会服

气。为政不正，处事不公，无法

取信于民，更无从利国利民。

三要善干。既要有智慧，

也要有胆识；既要有“菩萨心

肠”，也要有“霹雳手段”。谋

定后动，善作善成。在实际工

作中，坚持原则，不和稀泥，

不撒“胡椒面”，坚决杜绝毫

无底线的“利益均沾”“见者

有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绝不助长“谁闹谁有理”的歪

风，更敢于打破“爱哭的孩子

多吃奶”的怪圈，形成良好干

事创业氛围，凝心聚力，推动

发展。

（作者单位：市文化执法
支队）

从 善 如 流
陈梦琪

几只蜘蛛

一座房子的外墙上挂着几

个蜘蛛网，上面蹲着几只蜘蛛。

一天，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

蜘蛛网变得支离破碎，蜘蛛也从

网上掉落下来。雨停了，太阳出

来了。第一只蜘蛛奋力往上爬，

可是因为刚下过雨，墙面又潮湿

又光滑，蜘蛛爬着爬着就掉下来

了，这样反复几次后，竟然摔晕

在墙角。第二只蜘蛛看到后在

想，平时轻轻松松就爬上去了，

这次为啥爬不上呢？原来是墙壁

沾了水，变光滑了，所以容易滑

倒。于是，它安安静静地坐在地

上闭目养神，等着太阳把墙壁晒

干再爬。过了没多久，它就像平

常一样爬上去，飞快地缝补被风

刮破的网。第三只蜘蛛看第一只

蜘蛛爬上去又摔倒了，就悄悄地

离开了，找了一个下雨也淋不到

的地方，愉快地织了一张新网。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遇到困

难会一味蛮干，有些人则会换一

种方式解决问题，有些人则选择

一个新的环境。思维与认知不

同，生活的境遇也不一样。

马儿和驴子

有户人家养了一匹马和一

头驴一起运送货物。马儿拉起货

飞快地往前跑，心里想，货物迟

早要送到的，早点送去还可以多

吃几口路边的青草。驴子却想偷

懒，慢吞吞地走一步停一步。主

人为了赶时间交货，就把驴子身

上的货物全部搬到马身上，马驮

起货物还是健步如飞。驴子以为

自己阴谋得逞，不用运货了，心

里暗暗高兴。没想到，主人把驴

子牵了回去，蒙上双眼后卖给了

饭店老板。驴子被宰杀后，成了

食客的一盘盘下酒菜。

马儿虽然驮货很辛苦，但

同时也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如

果不努力创造价值，就会被社

会淘汰。

（作者单位：邵阳县五峰铺
镇中心学校）

寓 言 二 则
 李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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