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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近期，“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多国
如火如荼进行，不少参赛选手不仅能
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还通过即兴演
讲、知识问答、才艺展示等环节展现
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
热爱。不少国家参赛选手令人惊艳
的中文表现，不仅反映出“中文热”在
海外持续升温，更折射出中国的多彩
魅力与多元机遇正产生越来越强的

“磁吸力”。
近年来，学中文、用中文的风潮在海

外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汉语水平考试
（HSK）自实施以来，考生人数平均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2024年全球有超过81
万考生参加。截至2024年9月，85个国
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
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已超过2亿人。

语言热，反映的是经贸往来、文化
交流、科技创新不断深化的大势。中
国元素在世界舞台上的高频“曝光”，
让越来越多外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
希望通过学习中文更加深入了解中
国、连接中国。

“中文热”的背后是“中外经贸
热”。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是全
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
伴，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涵盖全球
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发
展日益受到世界瞩目、对外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中文成为连接机遇的桥
梁，不少人通过学习中文开拓发展路
径，改变人生轨迹。

“中文热”的背后是“中国文化
热”。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
容，更多外国友人得以亲身体验和欣
赏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数据显示，
2024年，中国各口岸免签入境外国人

2011.5 万人次，同比上升 112.3%。今
年首个“非遗春节”全球圈粉，各地纷
纷推出非遗特色体验项目，为“中国
游”再添一把火。中国旅游研究院的
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受访者将体验中
国文化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目的。

如今，不少热门中文歌曲、影视剧、
游戏、网络文学、短剧等正“走红”海外，
成为中文学习的文化催化剂。今年年
初上映的国产电影《哪吒2》已经成为全
球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在海外也
受到热捧。扬州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
表明，中国文化IP正成为全球中文学习
的重要驱动力，一些现象级文化作品推
动多国中文学习需求激增。

“中文热”的背后还是“中国科技
热”。近年来，不论是DeepSeek引领人
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潮流，还是春晚舞
台上宇树机器人惊艳“亮相”，中国科
技的进步频频被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前不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联
合国中文日活动开幕式上，来自不同
国家的联合国职员朗诵由DeepSeek生
成的《临江仙·文明之光》，体现出古今
交汇、人文与科技的融合。

语言是文明交流的载体。“中文
热”是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注
脚，更是开放中国与全球共享机遇的
时代印记。未来，随着更多人学中文、
用中文，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将被更多人所熟知，中国同各国人民
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必将更加活跃
和深入。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中文热”折射“中国热”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 （记者
魏冠宇）记者5日从教育部获悉，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近日发布 2025 年
第 2 号预警，提示广大学生警惕非法

“校园贷”陷阱。
预警称，非法“校园贷”近期卷土重

来，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一些
不法网贷平台以门槛低、办理快、利率

低为噱头，诱导学生过度消费、盲目借
贷，使学生陷入债务困境、面临高利贷
风险，部分学生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遭受
非法催收，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
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培养理
性消费意识和良好消费习惯，合理规
划日常开销，避免超前消费、过度消

费、从众消费等；通过正规渠道申请资
助，国家建立的高校资助体系，包括国
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
多项资助政策，能够有力保障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若不慎陷入非法“校园
贷”困境，一定要留存借款合同、转账
记录、催收信息等相关证据，并立即报
警，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警惕非法“校园贷”陷阱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预警

迎接高考

6月3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在操场上放飞写有自己心愿的纸飞机。2025年高考在即，高三
学生正加紧复习，一些学校组织减压活动，帮助学生放松身心，以轻松、自信的心态迎接高考。 新华社 发（杨韬 摄）

□新华社记者 赵旭 周思宇 李紫薇

中、高考进入冲刺阶段，一些商家
以“AI押题”“AI提分”等为噱头推出各
类商品、课程，宣称“押题准确率超
80%”。动辄上百元的“押题卷”吸引了
一些焦虑的考生和家长。

这些被热炒的产品究竟是助力考
试的“神器”，还是收割家长钱包的“利
器”？“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广告诱人价格不菲
“求资料！”在一些社交平台，一批

以“AI押题”“AI预测”为名的帖文评论
区，充斥着考生和家长的询问。帖文内
容五花八门：作文预测、数学重点标注、
选择题答案分布分析……

记者随机联系一名商家咨询。对
方表示，其团队针对新高考二卷研发了
语文、数学、英语 3 套资料包，其中语
文、英语主打作文押题，数学则提供基
于AI统计的考点分析及两份押题卷，3
套售价共 299 元。购买者多为考生家
长，也有少量学生和教师。从商家发布
的聊天截图看，近一个月来，数十名顾
客转账购买了相关押题卷。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近 5 年真题、
近2年名校试卷，用AI估算考点题型出
现的概率，筛选押题内容。”该商家声
称，其自研大模型给出的 3 份押题卷，
与 2025 年浙江首考物理试卷对比，准
确预测的考点覆盖分数超过75分。

然而，记者在“押题卷”中发现，所
谓的分数“覆盖”，仅指“押题卷”中涉及
的宽泛考点在正式考试中同样出现，如

“牛顿定律”“电磁学”“几何光学”。而
这些知识点本来就是中学物理的教学
重点。

除了成规模的“AI押题团队”，社交
平台上还有“散户”希望趁机在市场上
分一杯羹。记者联系到一名售卖AI“押
题卷”的用户，对方自称“利用国外最厉
害的算法大模型进行推理”，并可定制
押题卷。

专家解析AI押题是否靠谱
所谓的AI“押题卷”，是依赖大数据

分析与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及机器
学习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和提
取历年试题和答案、评分标准、考试大
纲、教辅材料等语料的特征规律，试图达
到模仿命题逻辑、预测考试题目的。

山西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课
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李萍近年多次主
持中考命题。她表示，中高考命题均
有严格的反押题机制，试题内容要严
格区别于市面上的试卷。同时，命题
时会结合当年学生的学情，确定考题
风格和难易程度；学情数据要基于大
量调研和分析，AI 是不可能掌握的。
此外，中高考强调育人功能，试题设计
需考虑跨学科融合，以及“从记忆、分
析到创新”的三级思维跃迁等，实现考
题反套路化。

北京一位中学教师说，当前高考已从
考查学生解题能力，转向考查在真实复杂
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者设计的
实际情境难以被简单“押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表示，AI预测仅停留在知识点表层，

无法触及高考考查的高阶思维和复杂
问题解决能力。

部分商家宣称的“覆盖大多数考
点”实为偷换概念。

重庆一位教师以作文押题举例说，
“科技与人文”“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等
宽泛方向属命题应有之义，并无实质性
指导意义。

AI“押题卷”还存在误导备考风险。
当前不少 AI 工具存在“幻觉”问

题，常编造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出的信
息。业内人士提醒，机构若直接使用此
类内容作为产品，有可能严重误导学
生。“过度依赖 AI 押题，极易误导复习
方向，浪费冲刺阶段的宝贵时间，反而
让学生忽略了系统复习知识体系和掌
握应对考试本身规律的重要性。”山西
省阳泉市实验中学物理老师南明科说。

教育部近日也提示，高考命题持续
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查考生关键能
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
反套路的导向。依靠AI或所谓“专家”
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考生将大量
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不仅在备考时间
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
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科学备考谨防营销陷阱
学习本无捷径。同济大学教育评

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无论是传
统的人工押题，还是热门的“AI押题”，
本质是商家利用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
心理开展的营销炒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精武表示，这类宣传属于典型的虚假

营销。商家通过偷换概念虚构“高考押
题准确率”，涉嫌违反广告法。“广告法第
28条在界定‘虚假广告’时就提及了‘虚
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AI
押题’等相关营销活动符合‘虚假广告’
情形。”赵精武说。

重庆三智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树乾
指出，商家宣称“AI 押题卷与真题相似
度达 87.5%”“AI 提分”等，本质是通过
模糊的算法比对制造“押中”假象，且

“相似度”标准缺乏权威定义，易使消费
者误以为购买后可大幅提高分数，属于
误导性宣传。

此外，近期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
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
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点击进入
便会以“预付订金”等名义要求付款。

业内人士建议，针对“AI押题”营销
乱象，监管部门应严查夸大宣传和虚假
营销行为，打击利用押题诈骗及侵犯个
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相关网络平台需
认真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持续
加大对涉考违法违规信息的监测处置
力度。此外，还应推动 AI 教育产品合
规认证，建立算法透明度与安全审查机
制，要求开发者披露数据使用逻辑，减
少“AI幻觉”误导。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王浩等受
访者提醒，AI 等技术只是学习辅助工
具，不能过度依赖，以免干扰正常的备
考节奏。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看待押题
噱头，避免因焦虑而轻信受骗。考生应
扎实巩固基础知识，沉着应考。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AI押题”噱头吸睛 靠谱吗？

□新华社记者 李恒

OK镜作为一种“夜间佩戴、白天摘
镜”的近视防控手段，近年来备受关注。
OK镜如何控制近视？哪些孩子适合佩
戴？怎样科学使用？记者采访多位眼科
专家，为家长提供一份实用指南。

夜间佩戴：给孩子的角膜定制“隐
形矫正器”

“孩子戴了一年OK镜，近视度数只
涨了25度，以前每年要涨150度。”北京
丰台区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小宇的妈妈告
诉记者，孩子戴框架眼镜打篮球经常砸
坏镜片，在医生建议下佩戴OK镜。

OK 镜全称角膜塑形镜，是一种经
过特殊设计的硬性高透氧隐形眼镜，通
过在夜间佩戴对角膜进行物理塑形，暂
时改变角膜弧度，从而在白天提供清晰
的裸眼视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冯云
说，OK 镜就像给角膜“定制”了一个

“隐形矫正器”，使活泼好动的孩子在白
天摆脱框架眼镜的束缚。

临床数据显示，OK 镜对于近视的

有效控制率为 40%至 60%，尤其适合近
视增长较快的孩子。

“8 岁至 14 岁是近视的‘猛长期’，
OK镜能有效减缓眼轴增长，降低孩子
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冯云说。

有家长担心戴 OK 镜会损伤角
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开杰表示，目前的研
究表明，OK镜只对可再生的角膜上皮
进行塑形。佩戴过程中，角膜上皮的分
布会有变化，但角膜依然是完整、健康
的。一旦停止佩戴，角膜形态会慢慢恢
复到开始的状态。

因人而异：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佩戴
“OK镜是近视防控的‘特种兵’，并

非所有孩子都适合佩戴，需严格‘选拔队
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刘
海华指出，适合佩戴OK镜的孩子通常
需满足的条件包括：年龄在8岁以上、近
视增长速度较快、每年加深度数不低于
75度；近视度数不高于600度，散光度数
不高于 150度，部分特殊设计镜片可适
配更高散光度数；有良好卫生习惯，能配
合家长和医生进行自我管理。

专家特别提醒，部分孩子需谨慎佩
戴。如存在角膜炎、结膜炎、干眼症等
活动性眼病，严重过敏体质或对护理液
成分敏感，卫生习惯差、无法规范护理
镜片，年龄过小或依从性不佳等。

据了解，OK 镜的验配流程极为严
格，需经过角膜地形图、眼轴测量、泪液
功能评估等全面检查，并选择试戴片观
察评估适配状态。佩戴后还需定期复
查，之后每 3个月随访。家长需监督孩
子操作规范，避免感染。

佩戴 OK 镜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刘海华强调，镜片需每日用专用护理液
进行清洁，摘戴前要洗手，定期给镜片
除蛋白，避免超时佩戴；感冒、发烧期间
要停戴，避免揉眼；游泳后要加强眼部
清洁，出现眼红、刺痛、分泌物增多等症
状，应立即停戴并就诊；镜片通常在 1
年至 1.5 年要及时更换，定期进行荧光
素染色检查以检验角膜上皮完整性。

并非万能：防控近视需打好“组合拳”
“OK镜不是‘万能钥匙’，并不能完

全替代传统眼镜。”冯云表示，佩戴OK
镜需长期坚持以保持防控效果，如果中

途停戴，角膜会像“记忆弹簧”逐渐回弹，
近视度数也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此
外，对于不适合佩戴OK镜的孩子，离焦
框架镜、视觉训练等也是有效备选方案。

“科学防控近视需打好‘组合拳’，
着重普及防控措施。”王开杰建议，儿童
应坚持日间户外活动，保持每日户外活
动时间 2小时以上。倡导 0岁至 3岁婴
幼儿不使用视屏类电子产品；3 岁至 6
岁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屏类电子产
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视屏类电
子产品单次时长不宜超过 15 分钟，每
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 1 小时。读写要
做到姿势端正，还要保持光线适度。

检查，明确在24月龄、36月龄和4、
5、6岁时，针对儿童开展5次屈光筛查，
减少低龄阶段近视发生……在党和国
家关心部署下，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
呵护孩子的眼睛。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经过持续努力，全国0岁至
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
95.4%，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呈下
降趋势。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你家孩子用对OK镜了吗？

世界环境日：美丽中国我先行

6月5日，学生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小学“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中展
示自己的绘画作品。当日是世界环境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倡议社会公
众积极行动，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新华社 发（任飞 摄）

新华社日内瓦6月5日电（记者
单磊）国际足联 5 日公布了 2025 年 17
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抽签结果，中国
队与美国队、挪威队和厄瓜多尔队同
分在C组。

今年的U17女足世界杯将于10月
17日至11月8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举行，这是此项赛事首次在非洲国家
举办。从 2025 年开始，这个以往每两
年举办一次的赛事改为每年举办一

次，今年也把参赛队伍扩军至24支。
东道主摩洛哥队分在 A 组，同组

的有巴西、哥斯达黎加和意大利队。
卫冕冠军朝鲜队分在B组，与喀麦隆、
墨西哥和荷兰队同组竞技。D组有加
拿大、法国、尼日利亚和萨摩亚队，E组
有哥伦比亚、科特迪瓦、韩国和西班牙
队，F组有日本、新西兰、巴拉圭和赞比
亚队。小组前两名和 4 个成绩最好的
第三名将进入16强。

U17女足世界杯
中国女足与美国队同组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徐
鹏航 彭韵佳）为更好破除商业贿赂、
带金销售等不正当交易行为，国家医
保局对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进行修
订，进一步提高医药企业失信成本，引
导企业诚信规范经营。

根据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
知》，修订将“一般”“中等”“严重”“特
别严重”四档失信等级调整为“失信”

“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档，并
从严调整了相应评价标准。其中对于
商业贿赂导致的“特别严重失信”由原
先的 200 万元以上调整为 100 万元以
上，“严重失信”由原先的 50 万元至
200 万元调整为 50 万元至 100 万元。
对失信行为涉及向医疗保障部门工作
人员行贿及给予其他不正当利益，或
在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围标串标

的，按最高失信等级顶格评定。
对“特别严重失信”生产企业，中

止其全部产品在评价省份的挂网、投
标资格的同时，中止其涉案产品在所
有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加大向生
产企业穿透力度，评价处置原则上穿
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修订也为医药企业制定了主动纠正
失信行为的措施，如终止失信行为、依
法处置涉案员工和代理企业、公开发
布致歉声明、剔除价格虚高空间、退回
不合理收益等，但不再保留慈善公益
捐赠的方式。

这位负责人表示，制度的修订旨
在引导医药企业改进质量、提高疗效，
合规销售、更多通过集采和国谈等方
式进入市场，减少对“高定价、高返点、
轻质量”的路径依赖。

破除不正当交易
医药价格招采信用评价标准更严

新华社香港 6
月5日电 由香港大
公文汇传媒集团主
办的“2025范长江行
动”启动礼 5 日下午
在香港举行。

“范长江行动”
是香港大公文汇传
媒集团旗下《大公
报》于 2014 年创办
的大型青年活动。
活动组织香港传媒
院系学生以实习记
者身份深入内地、远
赴海外考察参访，令
他们在边走边写中
打下坚实基础。

自 2014 年首次
举办以来，“范长江行
动”共有 840 余名香
港学子沿 50 余条各
具特色的线路采访，
累计发表逾 2600 篇
新闻报道和 3500 多
张图片。“今年恰逢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2025范长江行动’采访路
线在‘江西行’‘山东行’‘内蒙古行’‘浙江
行’四条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了‘重庆行’
和‘辽宁行’，共有来自14所高校的过百位
香港学生参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副董事长、总经理郑勇男在启动礼致辞
中，勉励同学们继续学习和发扬范长江的
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将专业素养与爱国
情怀熔铸为服务国家的实际行动。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次
交流机会，培养记者需要具备的使命感
和洞察力，把范长江先生“记者永远在
路上”的精神实践出来，用文字和图片，
讲好国家和香港的青年故事。

学生代表、香港大学学生戴文敏
说，今年她随团前往浙江学习考察，将
深入探访这片土地的科技创新，尤其是
在数字经济方面，她希望将行程中的所
见所闻与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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