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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106256.htm 与2005年高考大纲相比，2006年

高考大纲写作部分的要求，有几处变化，即： ①2005年：“

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

”2006年调整为：“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

用文。”将“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调整为“常用应用文”

，更符合高中作文教学的目标和教学实际，更能发挥高考指

挥棒的作用，起到良好的高中作文教学的导向作用。高中作

文教学不是培养文学家，也不是培养征文比赛的高手，它培

养的目标是具有高中毕业生应有水平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

。所以，高考写作的主要目标是检测考生的写作能力。从这

个角度来说，这次考纲的调整无疑是回到了高中作文教学正

确的目标上来了。 ②2005年发展等级的深刻这个考点的表述

是：“深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观

点具有启发性。”2006年调整为：“深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将“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

调整为“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这样修改使原项目中

的层次表述得更加清楚。“问题”改为“事物”，既科学，

又降低了理解的难度，扩大了内涵，更符合作文写作的实际

；将“原因”改为“因果关系”，扩大了考查的力度，强调

考生对事物不能只知其因，更要重视其果，对事物的认识不

能停留在表面，更要重视其发展过程，加大了对考生思维能

力的考查，考查目标更明确、具体。新课程标准强调学习的

过程，因为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此，考查考生认知事



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就是考查考生认知事物的过程，即

弄清事物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在此过程中考生

的思维得到锻炼，认知水平得到提高，有助于全面提高考生

的素质。 ③2005年发展等级的有创新这个考点的表述是：“

有创新，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

之处，有个性特征。”2006年调整为：“有创新(见解新颖，

材料新鲜，构思精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性色彩)。

”将“有个性特征”调整为“有个性色彩”，这一调整，体

现了作文教学的客观性，更符合实际情况。就大多数学生而

言，要写出“有个性特征”的作文，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们，

而写出“有个性色彩”的作文则是有可能的，也是通过努力

能达到的。这样调整，降低了考查难度，也更有针对性，使

高考作文考查更具有公平性，使众多考生能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公平竞争。事实上，随着大学招生的扩大，就读普高的学

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高中质量的普遍下降，特别是普

通高中，降低高考难度也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这次高考作

文考试大纲的调整，表述更科学，更符合高中作文教学实际

，切合学生实际写作水平和现状，整体难度有所降低，凸现

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由此，我妄胆预测一下2006年高考作

文命题的趋势，权当供大家在2006高考作文备考过程中作为

参考。 1.命题模式异彩纷呈，但仍有规律可循。 2004年，除

北京外，其余14套作文题均为话题作文，可以说是话题作文

一统江山，且多为关系型话题作文，延续了2003年全国卷的

作文命题模式(“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到2005年，高

考分省自主命题的范围进一步加大，话题作文一统天下的局

面被打破，看图作文、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开始占有了一定



比例，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态势，但话题作文仍然占据了

半壁江山，体现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预测的是，全国

卷2006年仍然会重复昨天的故事考查话题作文，或者关系型

，或者词语话题型。一方面是，话题作文有其优越性和顽强

的生命力，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师生的好评、青睐，不会轻

易被抛弃；另一方面是，全国卷要发挥突出的导向作用，引

导地方卷向全国卷靠拢，避免地方卷命题的随意性、盲目性

，因而全国卷也不会轻易改变已经比较成熟的作文命题模式

。但是，也可能有些变化，如在话题形式上，可能改关系型

为词语型，或题意型；或者在话题材料的提供上改文字为图

画(主要为漫画)，或图文混合。 对地方卷来说，既要向全国

卷靠拢，又要体现地方特色，力争命出与众不同的题来，所

以，命题形式上会百花齐放。主要命题形式除话题作文外，

有以下几种：命题作文；材料作文；图画或图文混合作文；

词语作文；题意作文；大小作文等。就高考作文命题形式来

说，不外乎就是这几种，只要我们熟悉它，就能以不变应万

变，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高考作文备考过程中，对这几种

命题形式都要训练，都要让学生掌握他们的提点及写作方法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的高考中出现了一种题意作文

。上海卷、福建卷、湖北卷就是采用的这种命题模式。其特

点是，作文提供材料或图画，但不提供话题，要求考生阅读

材料或图画，根据自己对材料或图画的感悟、理解，自定立

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进行作文。其实，这种命题模式在

以前的作文训练中出现(如各地的模拟试题)，但在高考作文

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就其本质来说，题意作文介于材料作文

与话题作文之间，其命题特点、写作要求与话题作文有相同



之处，可以看作是话题作文的另类。所以，有人把这种作文

命题形式称作“后话题作文”。其写法是，首先将题意作文

转化为话题作文。转化的关键，就是将自己对材料或图画的

感悟、理解浓缩成一句话，并以此作为自己作文的话题。有

了话题以后，就可以按话题作文的要求来写。如2005年上海

卷，作文题中有这样的提示：“需要对当今的文化生活作一

番审视和辨析，并谈谈它们对你的成长正在形成怎样的影响

⋯⋯”，根据这个提示，就可以将其转化为“文化生活与我(

我们)的成长”的话题作文；2005年福建卷，根据图画上的文

字提示，就可以将每一组提示语其转化为一个话题，如“我

规范”与“我新颖”、“我稳定”与“我多变”、“我周长

短，面积大”与“我周长长，面积小”。不仅题意作文可以

转化为话题作文来写作，材料作文、命题作文也可以转化为

话题作文来写作。如命题作文，可以将作文题目看作是一个

话题，你仍然可以自定立意、自选文体，只是不需要你自拟

题目。比较而言，题意作文比话题作文更具有开放性，更有

利于考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示自己的才华。因为话题

要自己确定，也可以自己确定，所以，考生可以发挥的空间

更大。由此可见，2006年考查题意作文的趋势将更大，数量

将更多。 当然，还要注意多题作文的命题形式。2005年，重

庆卷出现了一大一小两个作文题。小作文考一篇说明文，

占10分；大作文考一篇命题作文，占50分。这种命题形式虽

然走了老路，回到了以前的高考作文命题模式上去，令很多

老师、学生顿感意外，无所适从，但仍然有其合理性，也是

不违背考纲的，更主要的是可以全面考查考生的作文能力。

因此，备考2006年高考，多题作文命题形式也是不可忽视的



。 2.作文总体难度降低，可能限制某些文体。 这次高考作文

考试大纲的调整，表述更科学，整体难度有所降低。前面已

有分析，这里不再嗦。要说明的是，2006年的高考作文有可

能限制文体，也有可能以小作文的形式考查应用文的写作。

这从考纲的调整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考纲中将“其他常见体

裁的文章”调整为“常用应用文”，可见“常用应用文”将

进入命题人员的视线；诗歌、戏剧等不属于“常用应用文”

，在2006年的作文题中将有可能受限。事实上，2005年高考

有的作文题就限定了某些文体不能写作或者只能写作某种文

体，如2005年北京卷就限定只能写成议论文。这是一个明显

的信息，我们要高度重视。可以预见，议论文将成为2006年

高考作文命题的宠儿。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议论文和“常

用应用文”的写作训练。 当然，如果高考作文题目的要求是

“文体不限”或“文体自选”，表示考生选择哪一种文体(包

括常用应用文体)都是可以的。你选择书信、日记、消息、通

知、总结、报告等常用应用文体，这是符合要求；你选择写

散文、小说、故事和寓言等等文学体裁，这也是符合要求的

。但从备考的角度来说，还是要记住“能写记叙文、议论文

、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这句话，练好基本文体，尤其是议

论文(议论性散文)，以不变应万变。 3.突出思维考查，关注

社会人文。 大纲将发展等级中的“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调

整为“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就是在强调对学生思维

的考查。高考作文要考查学生对生活中常发生的一些事件和

社会现象的看法、观点，自然涉及到考生的辩证思维，考生

只有运用独特的、正确的思维来思考，才能得出新颖别致的

观点来。同时，大纲将发展等级中的“有个性特征”调整为



“有个性色彩”，也是要突出考查考生要具有个性思维。考

生对生活有个性的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对生活有真情实感，

写出的作文才有个性，才是个性化的作文。所以，备考时，

要重视辩证原理的学习，要学会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思考问题

，并把这些用于作文实践中去。 总之，高考作文的命题将呈

多元格局，争奇斗艳。但我们只要抓住了规律，明了命题的

特点和趋势，仍然是有章可循，备考就会做到有条不紊，牵

住牛鼻子，事半功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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