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日，2023 年高考拉开大
幕。和往年一样，今年的高
考语文作文题依然受到广泛
关注。

2023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
题中，4道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命制，分别为全国甲卷、全国乙
卷、新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
天津、上海各命制1道，北京命
制2道及1篇微写作。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
亮点？注重考查学生的哪方
面能力？折射出语文教育的
哪些新趋势？记者采访多位
专家进行解读。

7日，张桂梅在考点前看着学生进场待考。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
中的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每年都要送考，这一送
就是13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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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开2023年普

通高考语文作文命题思路。其中，关于新课

标Ⅰ卷的表述是这样的——

高考作文命题思路

新闻 链接

材料列举了“好的故事”在不同情境和场
合发挥的不同作用，最后一句话“故事是有力
量的”是材料的主旨。考生可以根据材料所
列举的代表性场景内容，展开丰富的联想和
深入的思考。

远在原始时代，人类就通过讲述神话和传
说，团结部族，形成合力；春秋战国时期，诸子
百家常通过寓言等故事阐发学说；秦汉以来，
故事变得日益丰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和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极
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大多数考生成
长过程中都有听故事的经历，对各类故事的力
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真切感受，因此本题题材
范围很广，贴近考生生活，考生可以根据材料
列举的内容，展开联想和思考，选择最有创意
也最适合自己的题材写作。

关于什么是好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评
判标准。有的故事胜在情节曲折，有的则
胜在人物生动；有的故事优点在通俗易懂，
有的故事优点在思想深刻……一般来说，
从故事的内容着眼来判断故事的优劣，是考
生比较熟悉的方式，至于故事的讲述方法，是
对故事力量的进一步理解，是对故事艺术的
进一步认识，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生活中，好的故事可以增进人们相互之
间的理解和认同，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
通；好的故事可以触动心灵，激发我们战胜困
难的勇气；好的故事，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赋予我们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智慧；个人的
命运可以通过一个好的故事改变轨迹，国家的
形象可以通过好的故事得到充分展现。考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想象和思考选择合适的
角度来立意，既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选择印
象最深的部分，讲述故事如何发挥力量；也可
以自行设计情境，讲述故事所带给人的力量，
带给社会的能量，或带给时代的影响。

这个话题各类不同文体均有可以发挥自
身文体优势的地方。考生可以记叙自己或他
人生活中的故事和感悟；可以对某个现象进
行综合分析，对某个论题加以充分论证；也可
以探讨怎么讲故事才能让故事更有力量等问
题。既可以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方面和个
性感触，也可以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与中
国形象等宏观问题。本题审题难度不大，也
体现了对考生的友好。 据交汇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
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
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
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
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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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Ⅰ卷作文题

目

主题突出：
注重培根铸魂
厚植家国情怀

注重立德树人、传承传统文化、
紧扣时代脉搏，是今年高考作文题
的主题方向。

对此，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力
争以文育人、以文化人，鼓励学生在
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厚
植情怀、锤炼品德、砥砺心志。

其中，全国乙卷点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时代
命题；北京卷以“科技为经济发展续
航”为例引导考生关注经济社会发
展；新课标Ⅰ卷的“故事的力量”，可
以从新时代中国故事“主讲人”角色
出发，探讨如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立
体、生动的中国形象。

专家认为，2023年高考作文题
注重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国
意识和爱国情感，提升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彰显家国情怀是近年来高考
作文命题的一大特点，今年的全国
乙卷、新课标Ⅰ卷、北京卷、天津卷
都体现得比较充分。”浙江省衢州市
第二中学高级教师胡欣红说。

“看起来是在讨论‘好奇心’，实
际是引导学生积极面向陌生世界，探
索其中奥秘。这种探索既是科学精
神的体现，又富于人文意蕴。”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王希明说。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是今年高
考作文命题的一大主题。

新课标Ⅰ卷“故事的力量”，考
生可以联想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苏
武牧羊、木兰从军等故事带给自己
的启发。天津卷选用一副对联，引
导考生立足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
程，针对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获得修身处世的滋养、从革命先
贤身上汲取成长的智慧与力量等方
面进行个性化写作。

专家表示，试题命制旨在引导广
大青少年勇于创新、勇于思考、勇于
实践，在新时代扬帆起航，笃志前行。

考查重点：
强调逻辑思维
提高思辨能力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2023年语文试题加大了对思
维品质的考查力度，引导考生提升
逻辑、形象和科学思维能力。

比如，全国甲卷作文材料文字
精到、发人深思，需要考生从话题出
发，结合个人体验或对社会生活的
观察，分析、归纳、反思相关现象，凝
练成自己的观点，再寻找并使用恰
当的证据支撑观点。

“试题材料非常简洁，要求考生
调动联想、迁移、推理等能力，发现
问题、找准问题、形成观点、展开论
证。这其中需要的探究精神和独立
批判意识，是高中生的必备品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申继亮说。

上海市嘉定一中语文高级教师
倪超说，今年上海作文题延续多年
来的命题风格，语言平实，具备足够
的开放度，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
如何在貌似友好的审题中形成具有
批判性、独创性的立意角度，对考生
具有一定挑战性。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
看来，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
考生能否更加全面地发现和思考问
题，也提供给考生展示思维深刻性、
灵活性、批判性的舞台。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解题”的过程正是思维展开
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学生对
作文材料的立意阐释，在文章写作
中应转化为对鲜活事例的展现、对
丰富事实的分析。事实材料在心中
涌现、筛选并经语言文字外化的过
程，也是内在思维的碰撞过程、情感
的激荡过程。

“这些题目的主题，都是学生曾
经思考过或应该思考的，需要考生
唤起自己的生活经验，从感性认识
升华到理性表达。”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郑桂华提示，少一些空泛议
论，多一些典型事例，多一些真情
实感，立论才有依托，文章才能真
正打动人。

折射趋势：
引导深入思考
提倡真实表达

多位专家认为，纵观近年来高
考作文的命题趋势，可以发现作文
题更加立足学生生活，注重语文实
践。由此也折射出语文教育发展的
一些重要趋势。

——贴近学生生活、突出人文
教育。

郑桂华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
题干简洁、要求清晰、张弛有度，体
现出语文教育的人文关怀。

从2020年全国Ⅲ卷作文“如何
为自己画好像”，到2021年全国甲
卷作文“可为与有为”，再到今年新
课标Ⅱ卷“青少年自己的空间”……
在专家看来，近年来，语文作文题与
青少年生活和心理更为贴合，有助
于学生更好表达所思所想。

“作文试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便于考生展开思考与联想，写出具有
真情实感的文章。”四川省成都市石
室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李奇说。

——深入阅读、延伸思考、个性
写作。

今年新课标Ⅱ卷作文是读写结
合类型的作文题，即根据试卷内其
他模块材料，衍生出相关作文话题，
写作与卷内其他模块材料有一定的
关联性和对话性。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指出，读写结合类试题是首次在高考
全国卷中正式使用，所以只和其他模
块材料进行弱关联，避免阅读障碍造
成审题立意困难。透过这一题型，可
以看出语文教育越来越注重阅读、写
作、思考相结合。

——灵活运用知识、培育核心
素养。

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近年来，语文作文试题不在审题立意
上设置门槛，更加注重展现考生的综
合素养，鼓励个性化表达。北京大学
教授陆俭明认为，近年来的高考语文
作文告诉学生们，要想取得好成绩，
必须勤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新华社记者王鹏

专家解读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方向：

立德树人 传统文化 时代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