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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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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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儿 立 志 出 乡 关 ，学 不 成 名 誓
不 还 。 6 月 7 日 ，2023 年 高 考 大 幕 开
启 ，全 国 1291 万 考 生 自 此 书 写 人 生
新篇。

随着高考作文题的披露，一道道
关乎当下与未来、个人与世界关系的
宏 大 命 题 展 现 在 千 万 考 生 面 前 ——
怎 样 才 能 成 为 时 间 的 主 人 ，在 岁 月
峰 回 路 转 中 坚 守 初 心 ？ 如 何 在 人 生
的 百 舸 争 流 中 ，既 展 现 自 我 又 兼 容
并 包 ？ 探 索 陌 生 的 世 界 ，难 道 只 是
因 为 好 奇 …… 对 众 多 年 轻 人 来 说 ，
高 考 仍 是 迈 向 成 年 的 一 道 门 槛 。 在
跨 过 去 的 一 瞬 ，低 头 思 索 一 下 人 与
时间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已
知 与 未 知 的 关 系 ，不 失 为 一 个 有 意
义的成年礼。

答 案 当 然 不 会 千 篇 一 律 ，如 同
未 来 的 人 生 必 将 各 有 精 彩 。 多 年 以
后，当品尝过人生的欢笑与泪水、成
功 与 失 败 ，时 间 也 许 会 给 出 这 样 一
个 答 案 —— 人 生 路 遥 贵 有 恒 ，胸 怀
天下且笃行。

何谓 有 恒 ？ 水 滴 石 穿 彰 显 光 阴
伟 力 ，岁 月 长 河 中 能 砥 柱 中 流 的 无
非 坚 守 二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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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如 今 年 高
考 全 国 甲 卷 作 文 题 所 揭 示 的 ，科 技
发 展 日 新 月 异 ，信 息 传 播 如 此 迅
捷 ，人 们 眼 界 宽 了 、选 择 多 了 ，更 替
变 化 的 浪 潮 汹 涌 ，坚 守 就 显 得 尤 为
可 贵。

“ 祖 国 哪 里 需 要 ，我 们 就 到 哪 里
去 。”面 对 广 袤 与 未 知 ，高 考 前 张 桂
梅 老 师 一 番 寄 语 平 和 坚 定 。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早 操
晚 课 中 ，在 年 复 一 年 的 质 朴 陪 伴 中 ，孩 子 们 心 中
深植“唯有一直走”的信念，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

何以笃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聚沙成塔需
要锲而不舍。今年北京高考作文题里“续航”“亮
相”这两个词想必会让不少考生怦然心动。国旗
下 的 讲 话 、研 学 成 果 的 汇 报 、新 产 品 的 发 布 等 每
一 次 亮 相 无 疑 都 备 受 瞩 目 ，成 为 人 生 的 高 光 时
刻。毋庸置疑，每一次成功亮相，注定依靠久久为
功，离不开起而行之。而要把一次次亮相串成人
生的珠链，考验的则是人生的续航能力。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 大 舟 也 无 力 ；风 之 积
也 不 厚 ,则 其 负 大 翼 也 无 力 。”林 海 田 野 、海 岛 边
疆 、车 间 厂 房 …… 盛 世 中 国 ，天 高 地 阔 ，青 年 力
量 体 现 中 国 力 量 ，青 春 奋 斗 承 载 中 国 梦 想 。 走
过 千 山 万 水 ，仍 须 跋 山 涉 水 。 投 身 家 国 、时 代 的
浩 瀚 大 海 ，踔 厉 奋 发 、笃 行 不 怠 ，正 是 青 春 正 确
的选择！

新华社记者 孙 奕 （新华社北京6月 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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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春作答 为梦想护航
——2023 年高考首日见闻

6 月 7 日，在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高中部）考点，考生在上午考试结束后走出考场。
新华社记者 詹 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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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突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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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甲卷提出“时间”“技术”两个关键
词，简洁的导引文字引导考生思考人的主体
性；新课标Ⅱ卷引导考生思考“自己的空间”
之意义内涵，鼓励青少年勇敢面对成长过程
中的困惑与问题；上海卷则针对“好奇心”提
出问题，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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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卷以“续航”和“亮相”两个二字词作
为题目，新课标Ⅰ卷围绕“故事”作文，天津卷
以一副对联作为材料。专家认为，这些题目
材料限制少，思考空间大，十分适合展现考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水平。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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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射折射趋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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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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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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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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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6月 7日电）

2023 年高考作文题 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6 月 7 日，张桂梅给准备出发参加高考的同学
们 加 油 鼓 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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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守护 年的“陪考团”

6 月 7 日，在吉林省孤儿学校，教师刘俊（右）给学
生加油打气。又逢一年高考时，在吉林省长春市有这
样一个特殊的“陪考团”。每年他们都把学生们送到考
场，陪伴他们考完全程……他们就是吉林省孤儿学校
的教师团队。17 年来，他们陪伴孩子们迎接人生的
重要大考，让他们在高考的路上不孤单。 新华社发

张桂梅的第 次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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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汇聚爱心汇聚 点亮莘莘学子梦想点亮莘莘学子梦想

7 日一早，北京亦庄实验中学高三年级
主 任 潘 启 良 护 送 150 余 名 学 生 到 达 考 点 。

“昨晚睡了几个小时？高考就是高高兴兴地
考试！”他神态轻松地与学生们交流。

记者在贵阳市第六中学考点看到，多名
老师手拿写着“沉着”“全力”“细心”等字样
的标牌，给学生们鼓劲。

早上不到 7 点，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门
前，十几位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就已经开
始忙着搭帐篷，准备饮用水、文具、雨具等用
品 。“ 您 好 ，我 的 眼 镜 腿 断 了 ，有 什 么 办 法
吗？”面对一名考生的紧急求助，志愿者王来
宇立即取出胶带等工具，帮助考生把眼镜断
裂部位进行加固。

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的考生家长金
国安一大早就把孩子送到考点。跟平时上

学路上一样，父子俩更多时间在聊天气和运
动，“希望孩子明白，高考很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要过好每一天。”

大昌中学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由于交通
不便，往年考生们需要提前坐船到县城参加
高考。“现在高速公路通到了镇上，今年同
学们是乘坐客车进城。”大昌中学老师曹阳
说，“赶考的路很通畅，也希望孩子们在考
场上发挥更顺畅，走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人生
舞台。”

安检升级安检升级 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防 范 手 机 作 弊 是 高 考 安 检 的 重 要 内
容。记者看到，各地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相
结合，让手机“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

记者 6日在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考点
体验了智能安检门，它可以识别通过者是否
携带手机、具有存储功能的手表等智能设
备，还可以显示智能设备在身体的具体位
置。智能安检门的一侧还安装了人脸识别
系统，能够准确识别考生身份。

“考试前，老师们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
多次调试。与过去采用的安检设备相比，效
率、精确度等更高。”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校长翟福平说。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第三中学招生考
试办公室主任陈龄介绍，考生通过安检后，
还需经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证照片、现场
拍照和报名照片“三照合一”后，才能进入考
场，之后还会再进行一次人工安检。

虽然多地考点启用智能安检门、增加进
入考点安检环节，但记者从教育主管部门了
解到，事先测算过时间，不会耽误考生入场
考试。记者也在一些考点看到，考生们都会
自觉排队接受安检，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有序进入考场。

“用技术等各种手段加强高考安检，维
护了高考的公平性，也能让孩子们安心考
试。”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高三学生家长
苏全华说。

保障优化保障优化 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营造温馨考试环境

为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各地在治安
出行、考试防疫、食宿卫生等方面落实落细
各项保障措施，力争每个细节都想到、每件
事情都做好。

贵 阳 市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局 民 警 孙 晓 彤
说，高考期间，所有骑警都会到路面巡逻，
既为了维护好交通秩序，也为了便于考生
求助。

2023年高考是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
乙管”后的首次高考。根据教育部要求，各
地制定了考试防疫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备足
备用考场、防疫物资等。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有一个考点有考生
因发热在备用考场参加考试。该考点负责
人介绍，这个考点设置了 3 个备用考场，备
用考场的布置与普通考场一致；在所有考场
均放置了医疗箱，医疗箱中有口罩、呕吐包、
防护服、隔离衣等。

“高考期间，考点附近医疗机构开启绿
色救治通道，救护车随时待命，确保有紧急
需求的考生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卫健局医政科副科长王
涛说。

今年广东为 57 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
利，其中有一名全盲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
考试。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欧阳谦介绍，语
数外 3 门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这 3 科的
盲文试卷安排专人从北京取回，并放在专门
的箱子保存，避免压坏试卷导致考生无法触
摸识别盲文；广东自主命题的科目试卷，由
专业盲文打字员“翻译”成盲文，并请两名以
上教师进行校对。

“公平高考，一个都不能少。虽然我们
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欧
阳谦说。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