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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题目，
是否真的只是重点考查考生的某方面
能力？命题思路又透露了未来高考的
哪些趋势？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
教育专家。

感悟、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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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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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重点：思辨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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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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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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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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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2020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7
月22日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
启动。根据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
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网上咨询活动
时间为7月22日至28日，每日咨询时
间为9点至17点。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根据各地疫情
防控要求，积极主动加强线上招生宣
传，做好网上咨询，为考生、家长提供周
到细致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深入实

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大招生政
策、招生章程、录取程序等信息公开力
度，确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考生可
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
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参与咨询周活动。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考生和家长
提供权威的高校招生资讯服务，微信
搜一搜、腾讯课堂联合国内上百所高
校发起“2020年高校招生直播”活动，
即日起至7月23日，超过150所高校
将进行“云宣讲”。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沈静）近日，重庆
大学在民主湖报告厅召开加强基础学
科建设推进大会，会上发布了《重庆大
学基础文科振兴行动计划》和《重庆大
学基础理科卓越行动计划》。对此，重
庆大学表示，这将推动学校构建特色
优势明显、结构合理、相互支撑、交叉
融合、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推进学校

“双一流”加快建设、特色建设、高质量
建设。

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以“夯基础
调结构 优生态 高质量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为题作专题报告。报告聚焦“双
一流”建设总体目标，坚持问题导向，
对标对表国内外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先
进经验，系统阐述了重庆大学学科发
展的总体思路，深入分析了学校基础
学科发展面临的形势机遇，并分别对
基础文科、基础理科的建设作了全面
部署。

张宗益指出，基础学科是办好一
所大学的根本，是发展应用性、技术性
学科的学科储备。拥有强大的基础学
科和基础研究实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共同特征。他强调，加强基础学科建

设，是立足学校长远和全局发展，提升
学校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和水平。要准
确把握当前形势，抓住发展机遇，推动
基础学科快速发展，持续优化学科结
构，打造一流学科生态，高质量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重庆大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基础文科建设方
面，重庆大学将以成立人文学院为契
机，完善政策与保障机制，实施高端引
领、突出特色方向、汇聚天下英才、鼓励
成果出版，构筑高水准学术研究、高质
量课程体系、高品味人文活动为一体的
精品化基础文科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以研教融合、通专融合服务学校
一流大学建设全局。在基础理科建设
方面，重庆大学将以全球视野优化学科
方向布局、造就一流师资队伍、加强条
件能力建设、强化国际合作，加快内涵
发展，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坚持“厚基
础、重研究”，以研教融合、协同育人，全
面提升基础理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能力，为工科、信息学科等相关学科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强大支持，全面支
撑学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11道作文题里到底藏了什么文章？
——专家解读2020年高考作文

新华社记者 舒静 胡浩 宋佳 郑天虹 王菲菲

7月22日启动高考网上咨询
重庆大学发布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行动计划

本报讯（通讯员 陶发明）“同学
在过斑马线时，绿灯变成黄灯或者红
灯怎么办？是退回来还是冲过去？”

“如果我们即将过完马路时遇到信号
灯‘绿’变‘红’，那么应该加快步伐到达
马路对面。如果我们刚走上斑马线一
点就遇到‘绿’变‘红’，正确的做法是马
上退回来。”活动中，派出所民警与学生
进行互动，模拟过斑马线的情景。

日前，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派出

所的民警来到古城小学，为该校师生
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教育课。课
堂上，民警对中小学生典型交通安全
案例进行剖析，并结合古城小学周边
道路的情况讲解了小学生应注意交通
安全，远离大货车的驾驶盲区。民警
深入浅出地向师生们讲述了遵守交通
规则的重要性，现场解答了学生们提
出的相关问题，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摒
弃交通陋习。

合川：安全知识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