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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作文题里蕴藏了什么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7月7日，1071万名学生迎来一次特殊的高考。历来备

受瞩目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否真的如考前社会普遍猜测的以疫情为主题？重点考查考生
的哪些能力？命题思路透露了未来高考的哪些趋势？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教育专家。

由于使用不同的试卷，2020年
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11道，其中
5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别
为全国Ⅰ卷、全国Ⅱ卷、全国Ⅲ
卷、新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各命制 1
道，北京命制2道。

“ 猜 对 了 开 头 却 没 猜 对 结
果”——人们发现，一方面，疫情
确为多地高考作文的主题；但另一
方面，命题的切入点却大不相同。

记者梳理发现，11 道作文题中
有多道题目与疫情相关。疫情所引
发的全社会对于个体与群体关系、
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职业情怀
等各方面的思考，均体现在命题中。

“对于疫情的切入非常巧妙、
接地气，也是一次全国抗疫再学
习、再教育。”中国教育在线总编
辑陈志文说。

如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疫
情中的距离与联系”，选取中国抗
疫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特定
的视角提出写作任务；天津卷的

“中国面孔”，则聚焦疫情下的医务
工作者等人物；全国Ⅱ卷作文题

“携手世界，共创未来”，引导学生
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入手，思考
人类的危机应对之道，体会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

相当一部分作文题目贴近生
活、以小见大，引导学生感悟人生、

发现自我。如全国Ⅲ卷的“如何为
自己画好像”，全国新高考Ⅱ卷的

“带你走近____”，北京卷的“一条信
息”，上海卷的“转折”等。

近年来中学教育对于历史和古
典文学的重视，充分体现在高考作
文中。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
全 国Ⅰ卷 作 文 题 “ 历 史 人 物 评
说”，材料有齐桓公、管仲、鲍叔
君臣合作、共成霸业的历史陈述，
有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让
学生感受历史、品评人物、观照现
实、思考个人发展。

北京卷涉及的北斗卫星、江苏
卷的智能互联网等主题涉及最新科
技话题，彰显了高考命题的前沿性。

多地命题涉疫情，人生感悟、历史、国际关系、科技同为热点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今
年的高考作文试题以材料作文为
主，命题把握时代脉搏，紧贴时代
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
强应用写作能力考查，引导当代青
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奋斗精神。

“试卷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
时代脉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志勇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精
神的参与者、见证者，几套试卷都
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专家指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目与重大社会生活事件做到了有机
融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表示，考生写作成功的关键，在于

关心社会时政，充分了解、积极思
考个人在集体、社会、国家、世界
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

对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考
查，也体现在今年作文命题中。太
原成成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林林表
示，今年的试题加强了对批判、辩
证思维的考查。比如，全国Ⅲ卷作
文“如何为自己画好像”，通过设
置充分的思辨空间，由浅入深考查
了学生对这两项能力的综合运用。
考生首先要挖掘材料的逻辑关系，
其次要提炼出其中的辩证关系，最
后再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陈志文表示，今年不少题目考
查内容不局限于材料事实本身，而

是重在考查思维方式。如全国Ⅰ卷
的“历史人物评说”，面对后人对
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设置议题，要
求考生参照现实，以联系、发展、
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思考问题。

此外，对实用文体掌握能力的
考查，也是今年作文命题的新特点
之一。全国Ⅰ卷要求作文为发言
稿、全国Ⅱ卷的要求是演讲稿形
式、全国Ⅲ卷规定体裁为书信、全
国新高考Ⅱ卷规定写主持词。

张颐武说，对文体提出不同限
定，实际是对考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一名优秀的高中生
应适应各种文体要求，这也是为之
后的论文和公文写作打基础。

考查重点：社会关切、思辨能力、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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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高考作文题目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
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夙兴夜寐，洒
扫庭内”，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绵延至今。可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一
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有的
说：“我们学习这么忙，劳动太占时间
了！”有的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
事，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也有的
说：“劳动这么苦，这么累，为啥非得自己
干？花点钱让别人去做好了！”此外，我们
身边还有着一些不尊重劳动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统称

“复兴中学”）同学写一篇演讲稿，倡议
大家“热爱劳动，从我做起”，体现你的认
识与思考，并提出希望与建议。要求：自
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材料作文2018

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
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

2008 年 汶 川 大 地 震 。 北 京 奥 运
会。2013 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
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精准扶
贫”开始推动。

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
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

2018年“世纪宝宝”一代长大成人。
……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机缘、使
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一路同
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
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
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
光瓶”留待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
一代人阅读。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据近期一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
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
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
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
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
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
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
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材料作文2017

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写一篇不
少于800字的文章。

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寓意，选好角
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晚综

漫画作文2016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
考题，能看出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
趋势：

1.时代与家国的关切。
梳理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不难

发现，家国情怀的主题频频出现。
如2017年全国Ⅰ卷作文题“中

国关键词”中囊括了“一带一路”
的国家战略，北京卷第二题是“共
和国，我为你拍照”；2018 年的全
国Ⅰ卷以“世纪宝宝中国梦”为主
题；2019 年全国Ⅱ卷的“青春接
棒，强国有我”，天津卷的“爱国
情怀”等。

陈志文说，近年来，高考作文
命题更加关注时事和社会重大事
件。以往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已 行 不 通 ， 考 生 不 能 与 社 会 脱
节，需要充分了解世界。山西太
原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赵旭说，青
年 学 子 们 需 要 更 多 站 在 时 代 的

“C 位”上思考问题，肩负起社会
责任，在时代的奔涌中“乘风破

浪”。
2.经典与文化的传承。
2017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

书有关：浙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
本大书”、天津卷“重读长辈这部
书”和山东卷的“24 小时书店”。
2019 年 北 京 卷 “ 中 华 文 明 的 韧
性”、上海卷“中国味”则凸显中
国元素，引导考生深入领悟中华文
明“韧”的精神内核，加深对中华
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强化文化自
信。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特级教师
许红明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量经
典与文化，这要求学生多读书、勤
思考、了解历史，挖掘传统文化内
涵，增强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以文
化人、育人的要求。

3.思维与视野的延展。
专家认为，作文命题的内容更

丰富、视野更开阔，把形式教育和
实质教育结合起来，体现了教育的
本质。“教育不仅仅是认识社会、

世界，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清
华大学教授谢维和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
文备考组组长盖英俊说，人们对很
多问题的看法不再固守同一角度，
也没有不变的结论，因此备考也要
更多引导学生，不能先入为主、囿
于成见，而要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深
度思考。

成都市树德中学高级教师袁学
民说，高考作文将语文素养和批判
性思维等结合起来，让学生将个人
体验和情境深度结合，从外显的
看，到内在的思，很好地将综合素
养和思辨态度相结合，充满了“生
气”。

赵旭也表示，作文没有万能模
板，只有万能思维。作文写作要

“稳中取新”，学生需打破定式思
维，扩展心胸视野。读书如销铜，
作文如铸器。“前写作”做足功
课，写作自然会水到渠成。

据新华社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未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