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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表情

6月 7日，考生家长们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考点外等待孩
子走出考场。

当日是2016年全国高考第一天，共有940万考生走进考
场参加考试。在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答题；在考场外，家长们
满心期盼。 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考场外的家长

6月 7日，在广州市教育考试指挥监控中心，工作人员现
场模拟演示“人脸识别+指纹验证”系统。

当日，2016年高考拉开帷幕。广州市59个考点全面启用
身份识别系统，考生需要先进行金属探测仪的检测，再通过

“人脸识别+指纹验证”，才能入场参加考试。此外，广州市教
育考试指挥监控中心对全市考场进行网上视频巡查，严防高
考舞弊。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人脸识别＋指纹验证”

聚焦高考聚焦高考

神奇的书签、虚拟与现实、“老腔”、小羽的创业故

事、“话长话短”……

6 月 7 日，11 时 30 分。当 900 多万考生五味杂陈

地走出考场时，各地作文考题旋即揭开神秘面纱。

2016年高考全国共有九套语文试卷，其中教育部

考试中心统一命制三套，另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

江苏、山东分省自主命制六套。高考作文具有强大的

引导意义，引导语文教学，引导语文教育，甚至引导全

社会对教育的关切。今年高考作文的命题思路怎

样？作文题目又折射了什么？着重考查了考生哪些

素质和能力？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编者

如考前网友所预测的，6 月 7 日，成为全民谈

资的就是“高考作文”。

全国卷Ⅰ，一言不发，向你扔出一幅漫画；全

国卷Ⅱ，被大家笑说“好无聊”，让考生谈谈怎么

学习语文；全国卷Ⅲ，讲了一个关于新式花茶的

创业故事……

十道不同的作文题摆在了公众面前。它成为

公众调侃的对象，也成为段子手们的灵感来源。近

十年来，全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逐年淡化退出，话

题+材料作文兴起，材料亦由封闭转向开放……有

专家指出，作文命题的改革步履如此沉重，折射出

教育观念乃至文化传统创新的艰难曲折。

那么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又玩儿出了哪

些花样儿？

十道作文题摆在你面前，哪盘是你的菜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实习生 姬诗文

林传泽表示，从高考作文题目来看，命题组

的考察意图非常明显：“借用白居易的话，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命题组不希望看到

学生无病呻吟，写一些套路性的文章。”他指出，

高考既是为了选拔学生，也是为了引导社会风

气。贴近社会生活的题目，不仅能考出考生的思

考深度，还能引发社会对热点问题的深入思考。

“这特别好，教育本就是全社会的事。”

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林传泽觉得，理想的

高考作文题应该是摆出纠结的社会现象，让考生

用自己的格局做出独立的判断。“古人经常说的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显然是最基本

的，理想的作文题应该是能考出学生的底层的德

行。体现在作文上的格局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底层的德行的投射。”

确实，高考作文，看似简单抛出一个话题，然

而要出好作文题，得瞻前顾后，考虑良多。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撰文指出：“高考语文

命题，特别是作文命题是很难的，这是一项很有

学术含量的工作。高考作文题，除了思想内容的

要求，还要考虑避免雷同，避免套题，考虑信度与

效度，还有具体的难度系数和区分度等等，是很

复杂的。”

陈志文也呼吁，对高考作文命题，不宜轻易

批判，这是一个专业问题。“我们经常会产生误

解，很多社会公众、作家会过分强调高考作文的

文学性。其实，高考不是考作家的，也不是考中

文系学生的，它有自己的功能定位。”陈志文说，

高考试题出得有瑕疵在所难免，但无需将其在放

大镜下检视，让高考试题承受难以承受之重。

高考作文，评起来容易“出”起来难

“九套试卷，十道作文题，我觉得总体不错。”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

些题目题材上有发挥空间，贴近学生和生活；文

体上，除了诗歌外，基本没有进行限定，也给学生

留出了发挥余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虽然只有

九套试卷，但作文命题思路截然不同。大部分作

文命题以议论为中心，不过议论内容不同，学生

有较大发挥空间。

全国卷Ⅰ的漫画富有戏剧张力：拿着 100 分

试卷的学霸得到爱的唇印，而拿着 55分的学渣惨

遭嫌弃的巴掌；然而，某天学霸不幸考了 98分，遭

到巴掌；而学渣拿到 61分，得到了“甜蜜的吻”。

这是十道作文题中唯一的一道漫画题。湖

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郑贤章指出，漫画作文

在全国卷中已多年未见，这种形式多少出乎人

们意料。而漫画所反映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密

切相关，图中的分数、人物表情、脸上的印记等

构图元素都是学生所熟悉的，考生看后能有话

可说。“尽管漫画内容理解无难度，但材料寓意

有广度和深度。善于思辨、精于推理的学生更

容易得高分。命题比较好地发挥了区分层次、

选拔人才的功能。”

而全国卷Ⅱ，则让考生从自己语文学习的体

会出发，谈谈提升语文素养的三条途径。“这是关

于语文的反思。有意思的是，它把现在语文所遇

到的最大问题呈现在了试卷上。不过这个题目，

往往不好准备。”张颐武说。

无论是成绩带来的鼓励与惩罚，还是语文学

习的方式方法，都不会让考生无话可说。

与生活贴合，让学生有话可说
在线教育平台“疯狂老师”孵化器签约教

师林传泽今年押中了全国卷Ⅰ和全国卷Ⅲ的

作 文 题 。 他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 今 年 的 考

题 ，体 现 出 作 文 命 题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变 化 趋

势 ：侧 重 考 查 学 生 解 决 现 实 生 活 中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 不 希 望 学 生 空 谈 人 生 道 理 ，希 望 学

生 用 在 过 往 生 活 和 阅 读 中 收 获 的 经 验 和 思

考，来解决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全国卷Ⅲ的故事，或许可以在一些新闻中

读到它的近似版。小羽研发出新式花茶并获得

专利，但批量生产不久，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就充

斥市场。小羽干脆公开工艺流程，牵头拟定地

方标准，将新式花茶产业规模越做越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过常宝向科技

日 报 记 者 表 示 ，近 年 的 作 文 题 目 都 与 社 会 挂

钩，全国卷Ⅲ反映的事情，与社会经济发展也

有一定关系。“材料涉及到经济学界一些比较

时 髦 的 词 汇 ，可 能 对 一 些 中 学 生 来 说 比 较 陌

生 。 总 体 来 说 ，创 新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标 准 化 、

规模化也推动经济发展。这题还涉及个人发

展、社会发展、大众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从

切 入 角 度 来 看 ，发 挥 空 间 还 是 很 大 。”过 常 宝

也坦言，如果学生不太关心这些社会问题，那

么可能就比较难以入手。

陈志文也特别表扬了浙江的作文题——当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中的

“现实”时，该如何面对。题目要求考生写一篇

不少于 800 字的论述类文章。

因为提到了当下正火的虚拟现实概念，浙

江的作文题也让科创界兴奋了一把。众多微信

公众号纷纷“蹭热点”，类似“全国高考浙江省作

文让你写 VR，你慌了吗”“虚拟现实很火，没想

到火到了高考作文里”的文章一时满天飞。

但陈志文对它青眼有加，并非因为 VR，而

是因为“文体”：“浙江对于作文文体做了限制，

要求写成论述类文章，我个人赞同高考作文限

定为论述类文章，这能考察我们基本的书面表

达能力。”陈志文解释说，议论文或者叙述性文

体，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水平，这也是作文测试的

根本。“未来再怎么改革，这个根本不会改。即

作文测试的定位，是测试考生最基本的书面表

达能力。”

与社会现实挂钩，鼓励学生走出书斋

全国Ⅰ卷：奖惩之后（漫画作文）

全国Ⅱ卷：语文素养提升大家谈

全国Ⅲ卷：小羽的创业故事

“‘老腔’何以令人震撼这个作文题目，要求

论点、论据不能跟阅读中的作者陈忠实的看法

和感情一样，我当时就蒙了，因为我的想法就是

作者的那种观点，没有办法延伸出来其他的观

点，但是却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写，我就不知道应

该从何下手了。”刚从考场出来的玉渊潭中学的

赵同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认为，今年的语文卷

全面凸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还 有 专 家 认 为 ，作 文 与 阅 读 的 结 合 更 为

紧密，突出对思辨能力、想象能力的考查。专

家 表 示 ，作 文 与 阅 读 的 结 合 更 加 紧 密 深 入 。

去年开始在作文题目上采用“读写结合”的形

式，这既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回应，也是对语

文 学 习 规 律 的 遵 循 。 2016 年 延 续 这 一 做 法 ，

而且有了新的突破。今年的作文题目一要求

考 生 认 真 理 解 文 本 所 记 述 的 老 腔 演 出“ 撼 人

胸腑”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由此得出观

点，再引申“说开去”，要求考生联系自己的生

活 ，写 出 自 己 对 生 活 中 所 接 触 的 文 化 现 象 的

思考与见解。

北京卷：追求突破与创新

面对这个题目，《创新作文》主编彭治旗分析

说：“当前我们的语文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应试型

的，特别是高三，课堂讲题，课外练题，社会实践几

乎空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怎么理解‘语文素

全国卷Ⅱ：直接考查语文学习的内容和方式

养’呢？这是一个难点，它肯定不仅仅指语文课本

和语文知识，它是一个人在文化和生活、思维和审

美上综合能力的体现。”彭治旗说，结合自己的生

活体验灵活运用，考生其实也能发现写作点。

比如“课外大量阅读”，怎么理解大量？“你说你看

了几本名著，这还算不上。大量有范围大、涉猎广之

意。不仅要看小说，还能看科普等社科类的书，还有做

菜的书看不看呢？做一手好菜是生活能力，也是语文

素养，是对生活美的欣赏与热爱的表现。中国菜也是

‘国家软实力’嘛。”彭治旗说，如果孩子能把课外阅读

接通到生活运用层面，写起来就比较有意思。

“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还要把语

文学习融合进去。这道题直接考查语文学习的

内容、方式和态度。如果学习的课程与自己紧密

相关，却又无话可说，那么我们的语文素养就有

问题了。”彭治旗说。

针对全国卷Ⅲ的作文题，四川省棠外高三语

文备课组长熊红老师说：“2016 年四川高考作文

材料较易理解，对大部分考生来说，都应该有一

定的发挥空间。但要写得不同一般，则强调对材

料的综合把握。材料中小羽的成功有多种因素，

既有创新开放，又有规则合作，在本质上强调的

是大国工匠精神。学生如果仅抓住材料中的某

一点分析，未免狭隘。相比往年，此次的作文更

考察考生思考的严谨与思维的深度。”

四川省嘉祥九思金牌语文名师表示：“这次作

文正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

规范和要求集中体现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的“诚信”相吻合。考生可以从“如何规范经济

市场”入手写作。作文的基本立意已经在材料中

给定，审题难度较低，培养学生对社会、人生的认

识，能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全国卷Ⅲ：测试考生的思维严谨和深度

北京卷则让考生能做选择题，要么以“‘老腔’

何以令人震撼”为题写议论文，要么以“神奇的书

签”为题写记叙文。“议论文要求明确，在澎湃昂

然的感性因素中追求深峻内在的理性思考。”北

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相关专家对这两题做出较

高评价，“‘神奇的书签’，考点明确，要求具体，要

求考生在深入内在的读书中产生想象，将古雅的

读书生活努力写出个性的趣味与俏皮。”

2016全国高考作文题

大作文: ①“老腔”何以
让人震撼 ②神奇的书签

谈谈“我的青春阅读”

谈谈对“评价他人的生
活”现象的思考

虚拟与现实

话长话短

备好的行囊

北京北京

天津天津

上海上海

浙江浙江

江苏江苏

山东山东

■专家详解

6月 7日，脑瘫考生胡太昭在肥东县锦弘中学考点“一个
人的考场”里等待开考。

当日，2016年高考拉开帷幕。安徽肥东县脑瘫考生胡太
昭在肥东县锦弘中学考点“一个人的考场”里迎来高考。今年
19岁的胡太昭是肥东县的一名脑瘫高考考生，考虑到胡太昭
的特殊情况，当地教育部门在2016年的高考中为胡太昭开设
了单独的考场，并为其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胡太昭出生时就患有脑瘫，他的父母 6年前带着他从肥
东偏远的农村来到肥东县城读书。尽管身体有残疾，但是胡
太昭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秀。面对高考，胡太昭心态稳定，
希望能在合肥上一所本科院校。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一个人的考场

6月 7日，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
和媒体记者在观看监控屏幕。

当日，2016年高考拉开帷幕。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考务指
挥中心向考生家长和新闻媒体开放，通过遍布全省 59 个考
区、157个考点、4240个考场的电子巡查系统查看考生答题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考务指挥中心向公众开放

22001166

66月月77日日，，结束首场科目考试的考生们走出河北省邢台市第五中学考场结束首场科目考试的考生们走出河北省邢台市第五中学考场。。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牟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