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吕燕 总检张浩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高考特别报道为 青 春 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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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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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桂华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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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为接下来的语文教学指明了新
的方向。

——灵活运用知识、培育核心素养。
在专家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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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张云
佳表示：“结合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我们
在未来授课中，既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
知识的能力，也应注重开拓学生的视野，
将培育核心素养融入教育教学的同时，
更好鼓励学生勇于发现问题，勇于探索
表达自我。” 据新华社

每年高考，最受关注的无疑是作文
题目。2023年全国高考语文考试已落
幕。今年四川高考作文命题有何特点？
考生怎样才能写好这篇作文？6月7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成都
树德中学语文教师戴华，四川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普通高中
教育研究所语文教研员段增勇。

71岁退休教师
“送考”十年
用镜头记录学生进考场

6月7日，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考
点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
到，一名老教师正在用镜头默默记录
着。老师名叫刘正平，今年71岁，在成
都七中当了34年数学老师，桃李满天
下。11年前退休后，只要在成都，他都
会坚持到考场为孩子们“送考”，至今已
坚持了10年。每年“送考”，他都会用相
机记录下孩子们进考场的瞬间。“除了
有一年女儿参加高考，我缺席了记录，
这些年我每年都坚持来‘送考’，为学生
加油打气。”

每年“送考”对刘老师来说，是一件
既有意义又很幸福的事情。看到孩子
们自信满满、充满朝气地参加高考，他
也十分高兴。他说：“希望考生能发挥
出最好的水平，收获好成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丽梅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此

成了时间的仆人。
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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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甲卷

2023年
四川高考
作文题目

名师解析2023年四川高考作文题

来源于生活 关联于成长

2023年高考作文题

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在看了4道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
制的作文题后，段增勇说：“总的来看，4
个题目充分体现了对学生思维品质的评
测，充分检测了学生对于生活的理解能
力、对生命的感悟能力以及文化思辨能
力。”他用一句话概括：充分体现了审美
与思辨的有机结合。

对于今年四川高考作文题目，段增
勇说：“写作材料共两句话，包含了3个

关键词：人、技术、时间。现代化发展为
人们带来了时间的便捷，甚至于一种把
控，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其
中涉及一个背景问题，人如何在技术发
展中找到自身方向，或者是自身的发展
空间。这里面真正突出的是人对自我的
修养和造化，考生可以通过故事或议论
的方式来探索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2023年四川高考作文题以精简的
文字表述、精准的任务指令、精要的情境
设置，引领并驱动考生完成了一场关于

‘时间’的反思。”戴华说，整体看来，主要
呈现三个方面特征：

首先是引领浸润、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戴华说，“掌控时间”“成为时间
的仆人”与当下快速发展的时代紧密相
关，也是学生成长生活中绕不开的话
题。在体现价值引领和育人功能导向
上，作文采取浸润式设计，润物细无声地
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有效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其次是情境真实，将写作引向实际
生活。戴华表示，在写作中引入真实具
体的生活情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生活
体验，避免宿构与套作。长久以来，“时
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管理
时间便于自己处理问题。随着科技发
展，时代脚步越来越快，很多问题随之产
生。学生可从自己生活实际出发，贴近

自己的思维过程、心理过程去写。同时
在文体选择上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某
事所得的记叙或是理性思考的议论皆可，

“这让考生能根据所长更加有话可说。”
第三是审视思辨，培养未来人才最

核心的竞争力。“在信息量爆炸的今天，
信息的获取已不是问题，拥有筛选信息、
并形成自己有价值的判断的审辨力才是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性特征，这也
是语文学习培养中的重中之重。”戴华
说，“掌控时间”抑或是“被时间掌控”，各
自有怎样的表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该
如何去操作又如何去避免；“掌控”的目
的是什么，如果“掌控”是为了“竞速”，那
生活的质感与美感又如何把握……林林
总总，值得每一个人去反思去评判。

戴华说，总之，今年的作文题来源于
生活，关联于成长，将培养学生的思维品
质放在首位，温和大气又有理性空间，引
领学生思考生活，关注自己，对于一线教
学也有很好的契合与启示作用。

戴华：
从生活出发 思考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

段增勇：
可通过故事或议论 来探索人与时间的关系

考场见闻

“人生考试很多”

父亲瞒着儿子
制作暖心横幅

6月7日一早，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考点围满了送考的家长和老师，其中，
一位举着横幅的父亲格外突出，横幅上
写着：“人生考试很多，望我儿享受
之”。此举引来不少人关注。

这位父亲姓魏，他说：“高考虽然很
重要，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它仅仅是人
生中的一场考试罢了，以后人生的‘考
试’还有很多，希望孩子正视高考，享受
考试，这也是我的初心。”

魏先生说，此次行为乃悄悄谋划，
事先并未告诉儿子，就是想在背后为他
加油鼓劲，打打气，希望他轻装上阵，不
要背上包袱。

“儿子看着很高大，实际上是一个
很谨慎的人，考前很紧张。”为了缓解儿
子的焦虑情绪，考前魏先生特意带着儿
子到户外运动，不断谈心交流。“我想让
他知道，现在高考是生活的全部，但考
过后不过是人生的一个节点罢了。”

父亲的用心换来了儿子的平和心
境。7日早晨，儿子坐着校车到达考点
后，一眼便看到了父亲打出的横幅，两
人相视一笑，随后来了一个大大的拥
抱。“儿子虽然很惊讶，但也很感动，眼
眶都泛红了。”魏先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6月7日，成都七中林荫校区考点
外，家长手持鲜花送考。 雷远东 摄

全国其他卷作文点评

全国乙卷

题目：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
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
行得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
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以上两则材料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说出了普遍的
道理。请据此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
识与思考。

段增勇点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背后表达的是人类如何和
睦共处，共建和平家园，包括国与国、地
区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共赢，我们可以理
解为共在、共为，创造美好，学生只需把
相互之间的关系厘清，便能很好下笔。

新课标I卷

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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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增勇点评：这个题具有开放性，任
何一个故事都涉及相应的事件和人。故
事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出这个故
事本身的内在质感以及所具有的价值内
涵，那就是讲什么故事，怎样讲这个故
事。在故事当中充分渗透思想、精神、情
感、理念、价值，考生可以选择记叙文或
议论文，甚至于随笔都可以。

新课标II卷

题目：本试卷语言文字运用II提到的
“安静一下不被打扰”的想法，在当代青少
年中也不鲜见。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中，
有时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放松，沉淀，
成长。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段增勇点评：一个人未必就是一种
孤独，想有自己的空间，未必就是绝缘于
外在世界，反倒让我们更该去思考，人如
何慎独、独处，是一种向内的思维取向。
人应该充分认识自己，把握好个人与世
界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等。考生
可以选择叙述或议论写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