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场

6月 7日，在山东省济南中学高考考点，一名济南市无线电
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电磁监测设备，对考点的电
磁环境进行监测。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别作弊：
监测用上高科技

6月 7日，在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考场外，一名交警在路口
协助维持秩序。 新华社发（杜潇逸摄）

考场外：
安静点，再安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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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上午 9 点，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拉开，940 万学子奔赴考场，举国

瞩目。

北京育英学校考点大门口，守候多时的老师和家长们翘首以盼。11时 30

分，首场语文考试结束。考生们鱼贯而出，考场外瞬间人声鼎沸。

不问“考得怎么样？”一位老师对迎面而来的考生招手，很贴心地说：“加

油！”“快回去好好休息！”

“题型二选一，我选了第一个《说纽带》。难度我觉得还好，应该不会跑题，

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不过貌似也不容易写好。”考生吴霖帅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恢复高考 40 年来，改革步伐从未停止。那么，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出现

了哪些变化？高考改革释放了哪些信号？

就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本报记者 李 伟

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对于高考这样的超大规模选拔型考试，

写作题目必须清晰。今年全国共 10 道写作题目，

其中 9 个题目都回归到清晰地给标题或给话题写

作的题型。这体现了语文教育界对写作规律认识

的大幅度提升。”他表示，2015 年以来，高考作文题

目逐渐摆脱了“给材料写作”的模糊状态，重要的特

点是，给了学生话题或者材料之后，又告诉学生明

确的写作要求，这样就不会跑题。

所谓“文章千古事”。历年高考作文试题，都会

成为全国人民整个夏季纳凉饮茶时的谈资。同样，

今年语文高考刚结束，全国卷和各地高考作文题目

迅速在网络传开，在朋友圈刷屏。微博上有一项网

友投票是“如果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道作文题”。

结果，山东卷得票最多，其次是全国卷Ⅰ。但是遭

网友讨论和吐槽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两道题。

“讨论和吐槽都很正常，这是全社会关注高考

的一个出口。”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毕竟，在中学语文

教学所要培养的听说读写四项能力中，写作能力难

度最大，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最高。因此，作文

就成为占分最多、用时最长、最能拉开分数差距的

关键性考题。同时，它还是衡量和考察中学教学内

容改革和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要全民这样关注和讨论数学、英语就很难。

这是好事情，但另一方面也要理性分析高考作文。”

熊丙奇认为，今年高考作文延续了材料作文的出题

思路，目的就在于“要给学生思辨与表达的空间”，

这也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评价一个作文题，就

要看它是否给了考生这样的机会”。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潘涌指出，由

“全命题作文”向开放性“话题作文”的转变，是近年

来高考作文题型上的重要转变，“对学生思想存在

软性束缚的‘全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正在逐

年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趋向思维多元、文体自主、自

行拟题的‘话题作文’”。

而“话题作文”本身也越来越向着开放式、多选

型材料作文过渡，有人称之为“新材料作文”，区别

于传统封闭式材料作文。正如熊丙奇所说：“今年

高考作文题目的最大变化就是扩大了学生的选择

空间，比如全国卷Ⅰ、卷Ⅱ、卷Ⅲ和北京卷都让考生

在多个话题材料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内容进行发

挥。”为此，他认为，“这是今年高考作文的最大亮

点，应该进一步拓展和延续下去。”

开放式作文引领创新
把选择权还给考生

事实上，纵观四十年高考作文命题，大都与当

时的经济发展与时代特征有着某种隐喻式的内在

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作文不仅是对学生

接受语文训练的快速检验，更是见证时代与思想演

变的“浓缩文本”。

生于 1946 年的王老先生，参加 1977 年的高

考时已经 31 岁，被搁浅的青春仿佛被恢复的高

考制度瞬间点燃。那一年高考是分省考试，北

京卷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当

时写这个题目的作文时挺激动的，我记得我在

结尾处连着用了好几个排比句，喊了好几个口

号，都是用的感叹号。”王老先生向科技日报记

者回忆道。

不仅如此，在高考恢复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高考作文的出题和立意都围绕着政治和时事热点，

如 1978年的《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1982年《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7 年《谈理论对

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 1989年的《致青年同学的一

封信》。

所以，1999 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

植》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自此话题作文登上

高考舞台。这一命题转折让那些会读书、爱思考、

悟性强、有创新意识的学生脱颖而出。在当时看

来，这一题目除了文体不局限外，内容的开放程度

也令众人称赞：审题扣题的压力减小了，而对考生

的思想认识、想象能力、语言能力的考查力度却大

大提高。

在潘涌看来，这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改

革开放新思维的诞生而出现的高考作文“新常态”，

“凸显出社会转型背景下高考作文命题形态上的鲜

明蜕变”。也就是说，高考作文命题逐步向着学生

自身发展需求和语文教学本质回归，同样是当下多

元社会发展的一个综合表现。

更进一步说，高考作文命题的重大蜕变及其教

学改革，对一线教师的自身素养也提出了严峻挑

战，包括其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等。“习惯于依赖教

学参考而进行高度同质化教学的一线教师，无法避

开‘后命题时代’高考作文创新所带来的拷问。这

就决定了教师职能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策

略。”潘涌表示。

追求思辨与表达空间
让语文教学回归本体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老百姓对

个性化、选择性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决定着高

考的功能、体制、模式要有深刻变化。”教育部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新一轮高考改革是一次“格局性改

革”，“更加强调考生的自主选择权、强调每个人的

教育公平，强调彻底打破应试教育藩篱、把学生和

教师从应试训练中解放出来”。

回顾四十年，1978年到1984年期间的高考作文都

是全国统一命题，上海于1985年便开启了自主命题的

先河，打破了命题高度集中的局面。三十年后，上海又

成为新一轮国家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大地区之一。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上海、浙

江为两大试点省市。当月，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别发

布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 2014 年秋季新入

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至此，酝酿已久的

招生考试改革国家总体方案终于落地。

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已于 7 日参加

了高考首场考试。因此，2017 年也被称为“新高考

元年”。在王烽看来，首批改革试点之所以选择上

海和浙江两地，与其多年来在教育体制改革领域做

出的积极探索以及形成的改革基础有很大关系。

《意见》中强调的“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

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

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

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等改革蓝图，将以试点地区为起始，以点带面在未

来几年内快速推进和实现，目的是通过更多元的评

价，实现更高层面上的教育公平。

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实现更高层面的教育公平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走过走过““不惑之不惑之年年””

高考作文改革释放了哪些信号高考作文改革释放了哪些信号

全国卷：高考材料作文要
避免重回“主题先行”
点评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多年来，我一直呼吁高考作文题可以出三至

四道，让学生自主选择。目前看来，这有希望变为

未来出题的趋势。今年北京的微作文，也是让学生

三选一。”

熊丙奇认为，今年高考作文题延续了材料作文

的思路，最大变化就是在题目数量设置上为学生扩

大了选择空间，比如全国卷Ⅰ、全国卷Ⅱ、全国卷

Ⅲ。全国卷Ⅰ是根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

查，列举出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包括：

“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

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

移动支付，让考生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自

己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靑年读懂中

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

“根据题目提出的关键词，学生可以有很多关

键词组合。而难度在于，要建立关键词之间的有机

联系。”熊丙奇认为，另一方面，要让学生真正做到

自由选择，还需要高考阅卷标准更多元，评卷思路

更开放，“不能还有主题先行的观念”。比如，全国

卷Ⅰ选关键词，如果学生选食品安全、空气污染，会

不会因此失分？“这一角度会不会有问题，这也是部

分考生会担忧的；即便想写食品安全、空气污染也

不敢。”

熊丙奇建议，未来的高考作文应坚持走“材料

作文”方向的改革探索，在给予学生选择权、思辨与

表达空间等方面持续努力。对于材料作文写作，考

生也需要转变应试作文的思路。

北京卷和全国卷：考察学
生对现实、传统与未来的理解
和把握
点评人：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

“高考作文题目必然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因

此，任何高考作文题目都必然映射着生活的发展变

化，映射着生活中传统、现实与未来的碰撞和交

融。2017 年全国 9 份试卷，10 个写作题目，也体现

着这一规律。”全国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对科技日

报记者说。

比如，全国卷Ⅰ让考生“选择两三个关键词呈

现你所认识的中国”，表面是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

国，其实是想让考生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

认识中国的发展变化。选词中既有传统的京剧、长

城，又有时尚的高铁、共享单车，还有举国关注的

“一带一路”和食品安全等。全国卷Ⅱ中“六个名

句”既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也有着化育

后世的意义。全国卷Ⅲ“我看高考”和“我的高考”

两个选择方向都既包括对高考四十年历史的回顾，

也有对现实的关注。

同样的，北京卷作文题之一“说纽带”：“这纽

带，既有形象之意，又有抽象之涵；既有纵向历史与

未来的关联，又有民族和文化的沟通。”王大绩说，

作文题之二“共和国，我为你拍照”，“涵盖着共和国

的百年历史，1949年的过往，2017年的现实和 2049

年的未来。”

天津卷：命题相对保守，
在稳定中求创新
点评人：天津市钢管公司中学高三语文组老师

“之前我还担心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会不会离学

生太远，让学生不能发挥个性，或者是让一部分学

生写不出高度，文章流于表面，但是看到这个题目，

之前的担心就没有了。”天津市钢管公司中学高三

语文组王伟（化名）老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今年的

考题“重读长辈这本书”既兼顾了近年来的时代主

旋律，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尊老价值观的弘扬，

又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发展，“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

历不同，在成长过程中长辈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

给予了学生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学生对长辈有什么

样的情感，都会因人而异”。

不仅如此，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价值取向、思

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政治认同等方面都存在很大

差异。对年轻人而言，先了解身边的长辈，才能真

正的了解这个国家和历史。“‘重读’这个词很重要，

强调重新认识，有深入思考才能有碰撞和创新。”

在王伟老师看来，这样的作文题目不容易写跑

题，可以写人生、写传统、写时代，也可以写自己。

从这几年的出题思路看，高考作文已经不太会在文

章立意上难为学生了。“但是如果缺乏对生活的观

察和感悟以及一定的阅读量做基础，这样的开放式

话题作文也不容易得到高分。”

据该老师介绍，多年来天津地区推行的教育改

革，已经在课业任务上为学生减负了很多，学校的

课外活动也不少，图书馆的藏书也是与时俱进地不

断更新。 （本报记者李伟采访整理）

作文命题怎么样 且听行家如何评

7日，人工智能机器人“准星 AI-MATHS”，首次公开挑战高

考数学考试。通过对 2017 年高考北京文科数学卷和文科全国

数学卷Ⅱ进行挑战，它分别用时 22 分钟和 10 分钟，获得 105 分

和 100分的成绩。科大讯飞研究院院长、国家 863计划人类智能

项目负责人之一的胡国平表示，AI-MATHS 已达到较高水平，

未来在辅助数学教学等方面将实现应用。

AI-MATHS 是依托清华大学大数据、人工智能、自然语言

识别等，研发的以自动解题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系统。当天

考试前，专家组通过技术验证确认其在完全掐断题库、断网、无

人干涉、仅有 12台服务器的情况下进行考试。18：28分，工作人

员将北京文科数学卷作为首套考题录入系统，仅 22 分钟后

AI-MATHS 完成答卷，成绩为 105 分；随后全国通用卷二卷再

次录入，系统仅 10分钟完成，成绩为 100分。

“丢分主要在应用题，可能它不明白题目的意义。”三位评卷

人之一的成都七中数学教师祁祖海说，AI-MATHS在一些大题

的解题策略上与学生略有不同。“有一道立体几何题，它不按套路

出牌，解得很巧妙；有道概率统计题，里面有句‘教师人数两倍多

于男学生’，它可能就没有理解。总体达到班上中等学生水平。”

让祁祖海感到奇妙的是，一些证明题 AI-MATHS还得到了

步骤分，“它结果虽然算错了，但之前的正确解题步骤得了分，可

能是后面知识点用错了。”

研发的 AI-MATHS 的核心团队于 2015 年参与由科大讯飞

牵头承接的国家 863 课题《基于大数据的类人智能关键技术与

系统》，并主导子课题《初等数学问题求解关键技术及系统》，此

次公开测试成绩也将作为该课题阶段评测的重要指标。

“这是人工智能首次公开挑战高考题目，我们挑战的目标就

是以检验人类智能的方式，来检验人工智能，结果看来比较理

想。”胡国平说，“认知”是当前人工智能的难点，“让机器人意识

到‘把一个苹果吃了，这个苹果就没有了’这就是认知。选择数

学高考，也是因为比较语文、地理等科目，数学的语言体系较为

封闭，便于人工智能认知。”

“现阶段，数学解题机器人主要应用在辅助教师教学，和分析

学生的学习上。它能针对每个学生的薄弱环节，推送知识点，帮

助学生告别‘题海’。”胡国平说，此次参考前 AI-MATHS的学习

量仅500套试题左右，练习量实际上是仅为普通高中生的一半。

目前，AI-MATHS 团队已研发了可自动批阅主观题的“准

星智能评测系统”等 AI 教育系列产品。其中的“准星智能评测

系统”就是一支智能笔加上后台的人工智能系统，学生用这支笔

来答题，系统就能对学生答题的数据进行全过程采集，对并对学

习力进行“画像”。

成都准星云学科技有限公司 CEO、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大

数据中心主任林辉说，由于机器人的模型、算法是弹性的、可拓

展的，未来 AI-MATHS还可以在金融、医疗、交通等众多领域实

现迁移发展。

AI首次公开挑战高考数学
未来有望辅助考生告别“题海战术”

本报记者 盛 利

新趋向

高考表情

专家说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新华社记者 王化娟摄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