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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记者 马 利

高考语文作文体现着时代的脉

动。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

不断追求与发展走向，更可窥见一

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人

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

说，人们关注高考作文，正是在关注

人才培养及国家的发展。

今年的 9 道高考语文试卷作文

题有 3 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6

道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

省市命制。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

总体上要求以厚重感与鲜活性兼具

的材料、新颖而灵动的形式，反映新

时代主题，弘扬主流价值观。

衡水第一中学高三语文中心教
研室主任赵增普用“惊喜”形容他获
知今年高考语文全国Ⅰ卷作文题时
的状态。“这道题瞄准‘千禧宝宝’
们，聚焦这代人‘与新世纪的中国一
路同行、成长，新时代一起追梦、圆
梦’的整体特征。”赵增普说，仿年表
形式选编材料、创编引导语，通过任
务设定，让生于新千年和新时代开
启之年的两代青年在18岁成人之际
进行跨时空“对话”，从而激发考生
的写作热情和想象力，引导考生强
化代际身份感，认识个人成长与国
家、民族、时代的深刻关联。而北京
卷、天津卷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处，启
迪考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与时代同频共振，一直是高考
作文的主旋律。

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高考作
文致力于讲好改革故事，凸显时代
主题。

今年 9 道作文题中有 5 道紧扣
新时代主题，其中3道作文题聚焦新
时代的青年，2 道关注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改革开放等主题。

除全国Ⅰ卷外，北京卷直接点
明“今天，众多 2000 年出生的考生
走进高考考场”，要求以“新时代新
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
题，写一篇议论文。浙江卷立足“浙
江精神”的提炼和概括，引导考生站
在人生新起点，在宏观视野中找到
个人意义，思考未来人生，堪称考生
的“成人礼”。

而全国 III 卷作文“改革开放三
部曲”以三条标语口号浓缩改革开
放不平凡的 40 年历程，折射出发展

阶段的演变和发展方式的变迁，引
导考生深刻领会当代青年的使命与
挑战，光荣与梦想，不忘初心，接续
奋斗，砥砺前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北京卷“二选一”中另一篇作文

“绿水青山图”要求考生展开想象，
用记叙文描绘自己期待的生态文明
图景，贴近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
的时代主题。

此外，全国Ⅱ卷、上海卷、天津
卷、江苏卷分别以“幸存者偏差”“被
需要”“器”和“语言”为主题，引导考
生联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现象，进
行开放性的独立思考，充分施展写
作才华。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陈黎
明表示，选取与时代脉搏共
振话题作为素材，其积极
意义在于，能够培养考

生的时代热情，家国情怀，提升他们
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度，立鸿鹄志，做
奋斗者，将个人与社会，内心与现实
勾连互通。

“具体到我省考生，作文应该表
现自己对时代的思考、对未来的洞
见以及对社会的担当。”正定中学语
文教师陈梅认为，考生需要在作文
中传递出积极的精神、信念、责任和
使命。

对于呈现形式，开滦一中校长张
丽钧言简意赅：“小角度切入，是所有
临场作文斩获高分的不二法门。”

纵观今年作文题型，理性评论
占据主流。即使所给的材料有事件
叙述、情景描摹，考试的着眼点也并
不在于让考生对客观性人和事作精
致到位的“复述”，而是为了从人和
事出发再作“评论”，或者是就表面
现象进行个性化地分析阐释。

有专家表示，以“自主思考、独
立评论”为内核的理性“评论体”代
替经验性、复述性的“叙事体”，同时
也取代以技术性“议论三要素”为形
式、却无独立灵魂和逻辑思辨的议
论文，这无疑是新时代高考作文领
域的一种积极反映。

“要写好这样的作文，需要有一
定的辩证思维能力，而不是非此即
彼，或用名言警句拼凑一下就可以
写好的。”邯郸一中语文教师王云飞
以上海卷的“被需要”为例，不仅重
思辨，还往哲理上引导，除了语言运
用能力，还特别注重思维能力，这样
的题很难“套题”，平时多读、多思、
多悟的考生自然会发挥得更好。

又如江苏卷，所提供的材料是
对语言发挥作用的归纳，这样的题
也是要求有辩证的思维，而且要有
较多的阅读积累。赵增普认为，这
些题目有利于那些平时重积累、有
思想并在议论文写作方面有实力的
考生展示其思考与议论的能力。

“高考作文不仅考查学生对于
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更重要的是
考查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认
识，考查他们对社会问题是否有自
己的价值判断，是否有自己的独到
看法和见解。”一位曾承担高考阅卷
工作的老师介绍。

面对新的要求，许多考生们觉得
“有点难”，而这也在张丽钧的意料之
中。“我们的学生习惯了在作文中写

‘他’，不习惯或不擅长在作文中写
‘我’，近两年高考作文就是呼唤‘我’
的回归。”张丽钧认为，“我”的缺位，
使高中生的作文中充满了“假、大、
空、套”话，“无我”的写作，极容易成
为零生命力的“圣诞树作文”。在她看
来，“让高中生写一篇‘有我’的文章，
引领孩子学会在纸上与自己真诚对
话，是语文老师永恒的课题。”

高考作文命题向理性靠拢，既
是人才选拔的需要，也有利于引导
当下语文教学。

“高考作文要求对所提供的材
料有自己的理解和提升，或者要凝
聚为某一观点去展开论述，体现了
高考改革的趋向。也对语文教学
提出了新的要求。”陈黎明认为，语
文教学有必要重新强调逻辑思辨
能力的培养，把语言表达训练和思
维训练结合起来。

“今年作文延续了贴近考生的
特色，所给的材料从千禧年到当下，
暗合了考生的成长经历，这对于考
生而言，不至于因无话可说而导致
空泛的议论或抒情。在人人有话可
说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考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们
的书写水准，从而拉开差距。”陈黎
明介绍。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之前曾表
示，贴近考生、贴近现实生活，使考
生感到熟悉、友好，更易产生思想情
感共鸣与交流，是作文试题命制的
努力方向。专家认为，整体看今年的
9 篇高考作文命题，考生只要结合各

自的经历来谈，又上升到理性的认
识，就各有所得，能考出实际水平。

当然，贴近现实生活，并不排斥
发挥想象。如江苏卷关于“语言”的
作文，会让考生联想到交流与沟通，
发展与传承等，从而引发关于人生
与社会的许多思考。

“意蕴深沉，给考生留足了多
元、开放和个性化的思辨空间，有助
于引发考生形成发散性和创新性的
诸多精彩的思考，最后充分释放考
生作为主体生命的个性思想力。”陈
梅认为，这种思维开放导向，有助于
摒弃事先背诵、临场套用的模式化
作文，有利于选拔思想丰富、视野开

阔、逻 辑 缜 密 而 表 达 娴 熟 的 优 秀
考生。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说过去几
年中还有一些作文题目可以让学生
套作的话，那么近两年的作文题，就
很难用几个背过的“古人事例”来完
成。高考作文中“古人来开会”的文
风已经得到扭转，这无疑是回归了
作文的本质——写作是思想与情感
的表达，是思维的外化，作文水平归
根结底是思想水平的反映。

这一高考作文命题的新趋势，
也将深刻影响高中语文教学。

部分一线语文教师表示，现今
的高中语文教学中普遍的问题是对

读书，特别是对读课外书不够重视。
语文课讲得精细、琐碎，学生却缺乏
自主阅读，特别是往课外阅读延伸。
很多学生高中毕业了，也没能培养
起读书的兴趣与习惯，甚至没学会
如何完整地读一本书。顺应高考作
文导向，语文教学有必要回归“本
义”——就是多读书、养成读书的生
活方式。

陈黎明认为，从高考作文可以
看出今后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那
就是增加阅读量、增强逻辑能力、重
视传统文化，总体上要引导学生全
面提高学习能力、观察能力、思考
能力。

阅 读 提 示

▶ 6 月 7
日，高考第一天，
在省会河北师大
附中考点，考生
们信心满满进入
考场。
记者 张 昊摄

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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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标题，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
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
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
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
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
沃德是正确的。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
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口号，深圳，1981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时评标题，浙江，2005
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新区标语，雄安，2017
要求：围绕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

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
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①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
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

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
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②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

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
请你展开想象，以“绿水青山图”为题，写一篇记叙

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

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

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
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
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
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
于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
不同的语言打开不同的世界，音乐、雕塑、程序、基

因⋯⋯莫不如此。
语言丰富生活，语言演绎生命，语言传承文明。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写一篇
文章。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
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
之作；有一种“器”叫器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
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②文体不限（诗歌
除外），文体特征明显； 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
不得套作。

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经世致用、知行合
一等思想，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浙江精神。

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
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

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
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

【注意】①立意自定，角度自选，题目自拟。②明确
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
袭、套作。 整理/记者 马 利

6月7日，在石家庄第十七中学考点，考生在进入考场前互相鼓励。 新华社发

◀ 6 月 7
日，高考第一天，
在石家庄十五中
考点外，学子们
进入考场前加油
鼓劲儿。
记者 赵永辉摄

与时代同频共振，高考作文的主旋律

贴近考生，引导学生求真知

深邃思考，培育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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