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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7 日，1071
万名学生迎来一次特殊的高考。历来备受瞩目
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否真的如考前社会普遍猜
测的以疫情为主题？重点考查考生的哪些能力？
命题思路透露了未来高考的哪些趋势？“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教育专家。

多地命题涉疫情，人生感悟、历史、

国际关系、科技同为热点

由于使用不同的试卷，2020 年高考语文试
卷作文题共 11 道，其中 5 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
命制，分别为全国Ⅰ卷、全国Ⅱ卷、全国Ⅲ卷、新
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江苏、浙江
各命制 1 道，北京命制 2 道。

“猜对了开头却没猜对结果”——人们发
现，一方面，疫情确为多地高考作文的主题；但
另一方面，命题的切入点却大不相同。

记者梳理发现，11 道作文题中有多道题目
与疫情相关。疫情所引发的全社会对于个体与
群体关系、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职业情怀
等各方面的思考，均体现在命题中。

“对于疫情的切入非常巧妙、接地气，也是
一次全国抗疫再学习、再教育。”中国教育在线
总编辑陈志文说。

如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疫情中的距离
与联系”，选取中国抗疫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场
景和特定的视角提出写作任务；天津卷的“中国
面孔”，则聚焦疫情下的医务工作者等人物；全
国Ⅱ卷作文题“携手世界，共创未来”，引导学生
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入手，思考人类的危机应
对之道，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

相当一部分作文题目贴近生活、以小见大，
引导学生感悟人生、发现自我。如全国Ⅲ卷的“如
何为自己画好像”，全国新高考Ⅱ卷的“带你走近
____”，北京卷的“一条信息”，上海卷的“转折”等。

近年来中学教育对于历史和古典文学的重
视，充分体现在高考作文中。高考语文命题组专
家表示，全国Ⅰ卷作文题“历史人物评说”，材料
有齐桓公、管仲、鲍叔君臣合作、共成霸业的历
史陈述，有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让学生
感受历史、品评人物、观照现实、思考个人发展。

此外，北京卷涉及的北斗卫星、江苏卷的智
能互联网等主题涉及最新科技话题，彰显了高
考命题的前沿性。

考查重点：社会关切、思辨能力、实

际应用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今年的高考作
文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命题把握时代脉搏，紧
贴时代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应用
写作能力考查，引导当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奋斗精神。

“试卷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时代脉搏。”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
中国精神的参与者、见证者，几套试卷都很好地
反映了这一特点。

专家指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与重大社
会生活事件做到了有机融合。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张颐武表示，考生写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关
心社会时政，充分了解、积极思考个人在集体、
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

对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考查，也体现在
今年作文命题中。太原成成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林林表示，今年的试题加强了对批判、辩证思维
的考查。比如，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画好
像”，通过设置充分的思辨空间，由浅入深考查了
学生对这两项能力的综合运用。考生首先要挖掘

材料的逻辑关系，其次要提炼出其中的辩证关
系，最后再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陈志文表示，今年不少题目考查内容不
局限于材料事实本身，而是重在考查思维方
式。如全国Ⅰ卷的“历史人物评说”，“面对后
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设置议题，要求考
生参照现实，以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
事物、思考问题。”

此外，对实用文体掌握能力的考查，也是
今年作文命题的新特点之一。全国Ⅰ卷要求
作文为发言稿、全国Ⅱ卷的要求是演讲稿形
式、全国Ⅲ卷规定体裁为书信、全国新高考
Ⅱ卷规定写主持词。

张颐武说：“对文体提出不同限定，实际
是对考生的实际运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他
表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应适应各种文体要
求，这也是为之后的论文和公文写作打基础。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未来趋势？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考题，能看
出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趋势：

——时代与家国的关切。梳理近年来的
高考作文题不难发现，家国情怀的主题频频
出现。

如 2017 年全国Ⅰ卷作文题“中国关键
词”中囊括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北京卷
第二题是“共和国，我为你拍照”；2018 年的
全国Ⅰ卷以“世纪宝宝中国梦”为主题；以及
2019 年全国Ⅱ卷的“青春接棒，强国有我”，
天津卷的“爱国情怀”等。

陈志文说，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更加关
注时事和社会重大事件。以往的“两耳不闻窗
外事”已行不通，考生不能与社会脱节，需要
充分了解世界。山西太原第五中学语文老师
赵旭说，青年学子们需要更多站在时代的“C
位”上思考问题，肩负起社会责任，在时代的

奔涌中“乘风破浪”。
——经典与文化的传承。
2017 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书有关：

浙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本大书”、天津卷“重
读长辈这部书”和山东卷的“24 小时书店”。
2019 年北京卷“中华文明的韧性”、上海卷
“中国味”则凸显中国元素，引导考生深入领
悟中华文明“韧”的精神内核，加深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与认同，强化文化自信。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特级教师许红明
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量经典与文化，这要求
学生多读书、勤思考、了解历史，挖掘传统文
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以文化人、
育人的要求。

——思维与视野的延展。
专家认为，作文命题的内容更丰富、视野

更开阔，把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结合起来，体
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不仅仅是认识社会、
世界，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清华大学教授
谢维和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备考组
组长盖英俊说，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再
固守同一角度，也没有不变的结论，因此备考
也要更多引导学生，不能先入为主、囿于成
见，而要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深度思考。

成都市树德中学高级教师袁学民说，高
考作文将语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等结合起
来，让学生将个人体验和情境深度结合，从外
显的看，到内在的思，很好地将综合素养和思
辨态度相结合，充满了“生气”。

赵旭也表示，作文没有万能模板，只有万
能思维。作文写作要“稳中取新”，学生需打破
定式思维，扩展心胸视野。读书如销铜，作文
如铸器。“前写作”做足功课，写作自然会水到
渠成。 （记者舒静、胡浩、宋佳、郑天虹、
王菲菲）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11 道作文题里到底藏了什么文章
专家解读 2020 年高考作文

每年高考，公众讨论最多的都
是作文。有人调侃说，那是因为除了
作文以外，家长们已经不会做数学、
物理等科目的考题了。其实，高考作
文备受关注，是因为出题风格和方
向能看出这场选拔考试对莘莘学子
的写作能力、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
有什么期望、有什么侧重。

今年的高考作文，很多题目都
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全国Ⅰ卷是
阅读材料写作——鲍叔劝齐桓公任
用曾想杀齐桓公的管仲，因为管仲
有才；齐桓公果然重用管仲，鲍叔甘
为其下，管仲尽心尽力，齐桓公终成
一代霸主。作文题目是“你对哪个人
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
写一篇发言稿。”这道题，如果能结
合春秋的历史背景来写，当然更好；
但仅根据现成材料，也能对这三个
人有基本的判断：他们都是心怀天
下、不计个人利益的古代仁君和贤
臣，但各自又代表了不同的美德。学
生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来
写，既可分析历史人物的曲直，又可
结合当代社会现实来谈，阐述当今
社会稀缺的是哪一种品质。这道题，
发挥和讲故事的余地很大。

全国Ⅱ卷的话题，是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中国与各国互相赠送救援
物资，并把自己国家的优秀诗句随
救援物资一起传播出去，表达互助
友爱的朴素情感。题目要求考生以
“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为
题，完成一篇演讲稿。这道题要求学
生们平时多关注新闻，不仅关注冰
冷的信息，还要有一定的人文素养。
当初，新闻上的那些诗句曾让我们
感动，曾让我们掉泪，是因为这种互
助合作精神，就是人类得以在多次
灾难和瘟疫中走向文明的原因。这
道作文题，既考验逻辑和表达的能
力，也考察学生们是否有与社会发
展息息相关的共情能力。

今年，估计很多人押题时就猜
想今年会考疫情相关的作文题。事
实上，全国新高考Ⅰ卷也与疫情相
关——防疫拉开了人们的距离，抗
疫又密切了人们的联系，要求写“疫
情中的距离与联系”。这个题目，既
考验大家对新闻、时事的关注，也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如
何平衡疫情当中的远与近？太近，有传播疫情风险；太远，
经济活力受损，很多人生活无着。如何处理保全生命与顾
全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这里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只关乎你的价值判断。放在作
文中，则考验一个年轻人是否有多维思考的敏感度。

北京卷，是从北斗的 55 颗卫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
用”谈起，联系现实谈感想；天津卷，是“从走过 2020 年的
春天，你对‘中国面孔’的新的思考和感悟。”上海卷最受好
评，题目是“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时发生的，
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谈谈你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个人与社会、个
人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地关联着的。比如，前通信大鳄诺
基亚的倒掉、苹果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借助
WTO 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些变化中，既有时代的巨大
推动力，又与决策者的魄力、智识密切相关，缺一不可。这
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考生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阅
读、关注点，结合历史、时事发挥自己的理解。这里面包含
着哲学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可以写得摇曳多姿。

我看了很多年的高考作文，这一届的水平确实很高。以
前有些被认为不太好的作文命题，是面向学生的，考验的是
学生掌握了哪些套路。而今年的很多作文命题，其议题是面
向现代人的，考验的是年轻人的整体智识和世界观，它是一
次对成人如何认识世界的选拔考验。在这样的作文筛选中
能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往往会有更成熟的思维。（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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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第三中学考点外，两名考生走错考场，警察紧急安排车
辆送他们前往正确的考场。当日，2020 年高考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刘续摄服 务 高 考

考场中，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父母们踱步眺望。
熟悉的情景，却在今年特殊的背景牌下格外触动心弦：落
在试卷上的一笔一画，既组合成彰显才智的千字作文，更
汇集成千万人默契合作的青春之歌。

从 1 月 1 日到 7 月 7 日，回望过去的 188 天，这份考
卷得来不易。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
生活节奏。寒假一延再延、返校日期一推再推、居家复习
一言难尽，惶恐、焦虑、忐忑、不安……各种情绪五味杂
陈。然而现在，事关 1000 多万名学子人生抉择的高考，仅
延期一个月举行。这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来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勇气与团结。疫病
越要将人们分隔疏离，我们却越要站得更紧密。一场惊涛
骇浪检验出经济发展的成色、社会风气的底色。从城市到
乡村，每个人的牺牲与担当迸发出同等夺目的人性之光。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不被一时的
困难所压倒。再登珠峰之巅测高、北斗系统顺利完成全球
组网部署、最后一个具备条件通硬化路建制村顺利通
车……这一个个成就的达成、一桩桩诺言的践行，都是向
民族复兴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当前经济复苏蹄疾步稳、
新动能持续释放、抓“六保”促“六稳”政策加快落地，正走
出疫病阴霾的中国经济韧性可见一斑。

而这些，都是考场里青年学子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
见，是时代赋予他们难得的特殊财富，他们与时代一起跳
动的脉搏，在抗疫过程中体会到的团结、守纪、奉献、牺牲
的山河力量，不仅会化为他们笔下的有力答卷，更会成为
难忘的高考记忆、时代底色，最终化为书写青年华章的精
神力量。

前行路上一马平川总是短暂的、崎岖坎坷才是常态，
但就像今天坐在考场中的考生，无论中间经历多少坎坷，
通过坚持和努力，定下的目标一定要实现、一定能够
实现。

铃响笔停，考试终有竟时。2020 年的前 188 天，有奇
迹、有光芒，更有反思，这些都已化作历史的一页。但以岁
月为笔、以山河为卷，书写自己青春的这份考卷才刚刚完
成序章。 （记者萧海川）新华社济南 7 月 7 日电

岁月为笔，山河为卷，青春作答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者赵琬微、
王晓洁）7 日，北京 4 . 9 万多名考生迎来高考
首日。记者在北京多处考点看到，考生佩戴口
罩间隔 1米入场，家长在考点外不聚集。

2 0 2 0 年北京参加统一高考考生共
49225 人，共设 17 个考区，132 个考点学校，
2867 个考场。根据防疫要求，考前身体状况
异常、集中医学观察、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封
闭管理阶段考生在备用考点参加考试。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考点，通过隔离栏杆
分别设置了学生通道、工作人员通道。早上 8
点起，600 余名考生依次通过测温设备、查证
后步入考场。在校门口到教学楼之间，搭建了

蓝色的防雨连廊。在考点外有醒目的提示：
“因疫情防控需要，请接送考生的家长不要在
考场周边停留。戴口罩，不聚集。”

50 岁的高连荣是丰台区丰台街道丰益
花园居委会志愿者。当天早上，她与另外 3 名
志愿者一起在考点值守。“我们 8 点前就到位
了，早上高峰阶段人比较多，许多家长送孩子
来参加考试。”

在北京第十八中学考点外，交警在考点
门前疏导交通，入场秩序井然。自驾车的家长
在送考后，自觉驶离前往附近的停车场。

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的各个考点内均
设置了临时观察点、备用考场，并准备了充分

的防疫物资。每个考场内考生为 20 人，桌椅
之间距离较大。一旦考试中出现考生身体异
常等情况需要启用备用考场的，监考人员将
穿着防护服和护目镜进行监考。

高考前北京加强了考生健康状况监测。所
有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负责从考前第 14天
开始，每日进行健康状况监测；往届生、外省返
京考生由报名单位负责进行健康状况监测。

考试期间，一些家长在道路旁等候。一位
家长说：“12 年的学习不容易，我送孩子进考
场，目送他走进去的瞬间，感到眼眶湿润了。”
她说，今年的考生经过疫情的历练，感觉更加
成熟了。“希望孩子们考试顺利，身体健康！”

北京：考生间隔 1 米入场，全程戴口罩

7 日清晨 5 点多，武汉市
晴川高级中学考点，汉阳市政
的工作人员带着排水泵、木板
等工具来到考点门口，为即将
启幕的高考保驾护航。7 点不
到，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高三
（3）班班主任汤彦平已来到考
点，等候他的“孩子们”；7 点
30 分，各考点门口，考生开始
有序进场，身份证、准考证、测
体温，一个都不能少……

7 日是全国高考首日，对
于近 40 万名湖北高三学子来
说，2020年高考无疑是特殊的。
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武
汉市又新增防汛压力。据武汉
市气象局分析预测，7 日、8 日
高考这两天，武汉市大部地区
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为了疏通学校前的道路，
我们全体出动，早上 7点前就在
这里维持秩序了。”在东湖中学
大门前身着鲜绿色雨衣的交警
一边听着对讲机里的实时消息
一边说道。为了保障考点的交通
秩序，东湖中学大门两侧近 300
米处都安排了工作人员，西侧的
车辆疏通处立着醒目的指示牌：
“孩子们正在考试，禁止鸣笛，禁
止通行，禁止停车”。

记者看到，考点工作人员
早已值守在学校门口，在家长
接送区域里，有的父母为孩子
撑伞，有的千叮万嘱，有的和孩
子拥抱……

在疫情防控和暴雨天气的
双重考验下，湖北教育、卫健等
多部门提早应对，准备了 1072
个备用考场。在考试前夕，卫健
部门对考点、考场进行了消杀、
通风，还在每个考点设置合规的
临时留观室，按照“1+3”（一位
副主考、一医一护、一位防控专
家）的要求，配齐配足人员、车
辆、药品、器械等。

东湖中学考点是今年武汉高考 58个考点之
一，有 739 名考生在这里参加高考。东湖中学考
点主考、校长陆先泽说，如果考生体温测量多次
异常，将由防疫专家来研判考生是否适合参加考
试。如果可以参考，工作人员将把考生和试卷送
到备用考场，每个备用考场最多容纳 4名考生。

为了应对强降雨，武汉市各考点也做了充
分准备。在测温通道前方，东湖中学已将学生餐
厅和阶梯教室设为候考区，这两处分别能容纳
200 余人和 400 余人，供考生在进入考场前休
息、避雨。每个考场门口还有 3 个桶，分别用来
放置考生的雨伞、一次性口罩、废弃物。

湖北大学附属中学的理科生蒋欣润对记者
说，“疫情对我们的备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
道坎已经迈过去了，我们的付出和努力不会白
费。期待考试中可以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在鄂西北山区，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共有
2288 人参加高考。今年全县考生统一集中在竹
山一中考点参加高考，该考点共设有 73个考场、
3个备用考场，考场外悬挂横幅，拉起警戒线。

为了减少学生流动，考生考试期间吃住在
考点校内。校方为考生准备了新鲜可口的菜肴，
保证学生饮食健康。每一栋宿舍楼配有两名宿
管老师，早上、中午为学生测量体温。考前，宿管
老师在宿舍楼门前写下祝福语，为孩子们加油
鼓劲。 （记者廖君、喻珮、李伟、田中全）

新华社武汉 7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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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7 月 7 日电（记者周畅、陈尚
营、姜刚）受强降雨影响，安徽歙县 2020 年高
考 7 日上午未如期开考。记者从安徽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获悉，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
区原定 7 月 7 日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举
行，7 月 8 日综合、外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

记者从歙县县委、县政府了解到，受强降
雨影响，县城主城区因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河

水“上路”，歙县 2020 年高考 7 日上午未如期
进行，歙县 2000多名高考生均未正常开考。

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介绍，7 日凌
晨，歙县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县城多处洪水“上
路”、严重积水、道路受阻。截至 7日 9时，歙县
考区歙县中学、歙县二中两个高考考点大部分
考生均未进入考点，高考无法正常开始。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表示，安徽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查看灾情和考点情况，调度
指挥高考工作。安徽省将全力以赴做深做细
相关工作，切实保障好广大考生利益。

据新华社合肥 7 月 7 日电（记者周畅、陈
尚营、姜刚）记者 7 日晚从歙县教育局获悉，
经教育部同意，该县将于 7 月 9 日启用备用
试卷进行补考。根据安排，上午语文科目，下
午数学科目。

安徽歙县：河水“上路”，高考首日科目延期
综合、外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语文、数学启用备用试卷 9 日补考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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