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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无疑在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全国及各省市自主命

题的17份语文试卷中，以“首善之地”京津沪为代表的四省

市重新采用了“命题作文”这一传统形式，早已匿迹的“材

料作文”在时隔七年之后又在全国I、II卷和素有“高考风向

标”之称的湖北卷及山东卷的力推下再次登场，而近年来一

直领尽风骚的“材料作文”已悄然退守一隅，仅仅出现在广

东、四川、安徽、江西等七套试卷里⋯⋯这使原本不好把握

的高考作文走向更显得扑朔迷离。如何理解这一变化，并引

导考生认清形势，主动适应，进而搞好最后一段的作文复习

呢？结合近年来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体会，我们认为应做到

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握07年高考作文命题趋势的“三变”

“三不变”。 “稳中求变，变中求稳”一直是高考命题的基

本原则之一，其中“稳”是命题的主流， 从近六年高考作文

命题的情况来看，“稳”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倡导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关注自然，关注人生，关

注社会，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和创新精神的命题思想不变。

如2001年以来高考中出现的“诚信”“心灵的选择”“感情

的亲疏影响事物的认知”“相信自己与听取他人意见”等话

题，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命题，体现了语文“文以载道”的

工具性，对引导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科学辩证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次，回避社会热

点，暗合时代精神的命题角度不变。高考作文命题“不跟风



”，不会我们正提倡“与时俱进”就考“与时俱进”，我们

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就考“和谐”，但其命题会紧贴

时代特色，暗扣社会需要。05年的“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所蕴含的正确认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质变与

量变，06年的“老鹰与乌鸦”所蕴含的正确认识现实、认识

自我、立足实际、积极进取等思想，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树立科学发展观所需的关

键所在。“稳”体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高考作文命题由单一

思辨型向复合思辨型过渡的渐变趋势不变。回顾十年高考，

作文单一性命题向复合性命题渐变是其中的一个显著趋势。

单一性命题是指作文的材料或话题内容性质单一，思想指向

单一的命题形式。“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答案是丰富多彩

的”“诚信”“心灵的选择”均属此类。复合性命题就是作

文所给材料的寓意或话题由看似孤立实则统一的两反面构成

的命题形式，行文时考生需抓住二者的关联，在辩证统一的

基础上审题立意，从03年开始的“感情的亲疏影响事物的认

知”到05年的“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均属复合性命题类

，06年全国I卷的的“老鹰与乌鸦”虽属材料作文，但牧羊人

的“它是一只忘记自己叫什么的鸟”和孩子的“它也很可爱

啊”的这对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辩证统一的，在评

卷中，我们将“既要认清自己，量力而行，又要敢于尝试，

超越自我”确定为最佳立意(内容为一类上)就源于此。我们

认为这种侧重于检测考生文字思辨能力的命题趋向依然会体

现在07年的作文命题里。 在“变”的方面，我们认为主要有

三点。一是作文命题的形式的多元化已成定局。这对07届考

生是相当不利的，因为他们从高中入学开始就侧重于“话题



作文”的练习，因此，我们提醒考生在巩固基础的同时应加

强“命题作文”“材料作文”“漫画作文”的训练。“变”

的第二点是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三种形式开始相

互渗透融合，命题形式的概念化渐趋淡漠。严格意义上说

，06年全国一卷（材料：老鹰与乌鸦 话题：猎人与孩子的评

价）和江苏卷（材料：对路的不同看法 命题：以“人与路”

为题）。就应属于这种不同命题形式的组合交融，应该说，

这一全新的命题形式与高考“稳中求变”的命题思想是一致

的，对命题者而言要想探求作文命题的新形式，各形式的渗

透变化应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从这一角度看，三种传统命

题形式的渗透融合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今后高考作文命题

的新思路、新走向。立足于此，一线教师应在三种命题形式

的结合上下一番功夫，在命题新形式上开拓学生们的视野。

“变”的第三点就是河南考区的作文评阅标准将更加严格。

由于话题作文连续多年一统天下，所以06年的题型变化使相

当一部分考生感到很不适应。在高考评卷时专家组考虑到了

这一情况，因此06年的作文评分标准应该说是相对宽泛的，

但有了06年的经验教训，07年肯定不会旧戏重演，考生应对

此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决不可掉以轻心。 二、从作文训练的

自身规律入手，立足于“稳”，在“稳”中求巩固。 高考作

文命题形式无论如何变化，考查学生谋篇立意，表情达意的

根本出发点是不会变的，因此，高考作文备考应在认真理解

《高考作文评分细则》的基础上从作文训练的自身规律入手

，做好“四个巩固”。 1.审题立意的巩固训练。在高考作文

“内容”“表达”“发展等级”三大评分点中，题意的确立

是否切合命题意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阅卷时我们称



它为“决定项”），它决定着考生作文总的得分，按细则规

定其他评分点只能在此基础上打分，不能“跳项”（如题意

定为一类的，表达及发展等级只能在一类或二类上打分，不

能低于二类）。因此，考生应排除畏难情绪，加强对材料的

分析训练，紧扣材料，从正面立意，选符合社会主流意旨的

最保险的角度命题，不宜剑走偏锋，盲目追求观点创新。训

练时间宜相对集中，一次解决3~5个材料，从中总结出解题的

规律，每月两次，贯穿始终。考生见得多了视野才会宽，思

路才会广。2 .材料运用能力的巩固训练。高三学生时间紧，

任务重，收集到的资料有限。因此我们提倡学生互相交换材

料，集思广益，并在互相交流、精选时例、取材课本、旧例

翻新的基础上，加强一例多用训练，将自己有限的例子用精

，用好，以一当十。 3. 优化后的文章结构的巩固训练。考生

应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自身长处选定文体，并精选出若干篇

与所选文体相似的高考满分作文（考场作文有其不同于名家

名篇的特殊性），对其“剖析麻雀”，掌握其结构规律（应

具体到怎样点题，怎样解题，何时详，何时略，何时运用何

种性质的材料，首尾如何照应，以及如何运用修辞等），然

后进行结构的对应性训练。我们认为，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

，那种泛泛而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4. 优化后的语言文采

的巩固训练。对语言基础不好的考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考生应对照范文加强作文语言的仿写训练，最低要求应把自

己平时经常使用的材料的叙述语言写漂亮，把常用的首尾写

出彩，不要怕费时费力，实践证明这一训练在高考评卷时所

获得回报常常是出人意料的。 三、针对高考作文变化的新形

势，着眼于“变”，在“变”中求提高。 严格意义上说，不



断解决以往高考中发现的问题，使命题能够更全面的考核学

生的综合素质，应该是高考命题“稳中求变”的更本动力，

因此，高考命题变的方向往往正是我们寻求提高的切入点。

结合上述变化，我们认为应在巩固的前提下做好“三个提高

”。 1．提高对不同命题形式的应对能力。在日常训练时，

考生应在兼顾各种命题形式的同时，与老师一起探讨“命题

”“材料”“话题”三种基本形式渗透融合后的新形式。可

对传统经典的作文命题在形式上进行转化，如在命题前加材

料，在材料上加话题，在话题里定题目，在漫画下加话题，

结合材料半命题⋯⋯并进行与之相应的谋篇布局训练（不一

定成文）以提高自己对不同命题形式的应变能力。 2． 提高

对作文材料的分析思辨能力。在近年的高考评卷中我们常常

发现缺少对材料的辩证分析而单纯罗列事例往往是考生作文

失分的主要原因，而思辨分析能力的考察又是复合型作文命

题的重要着眼点，因此，考生应积极掌握常用的假言因果法

、材料引申法、正反假设法、名言助证法、对比论证法等分

析方法并在训练时有意识地加以使用，这些方法简单易学，

稍加训练即可操作，让我们训练后的作文也闪烁出思辨的色

彩、理性的光辉。 3．提高对考场行文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

况的应变能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考的变数很

大，考生应充分考虑到考试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小到写

错字怎么办，大到不明材料寓意怎么办，发现跑题怎么办，

写不完怎么办等等，对此类问题考生应及时求教于有经验的

老师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功夫在诗外”，对大部分考

生而言，寄希望于考场上的“灵感”发挥是极不现实的，我

们只有立足于实际，加强针对性的系统训练，才能在高三最



后一段有限的时间里扬长避短，“铸造”出合乎高考评分规

范的理想作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