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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B9_BF_c65_457580.htm 今年是广东新课程标准实施后(

全国共四个省)首次高考，为体现新课程标准和培养选拔新型

人才，07年高考语文试题较往年在题型上都有所变化，但从

作文命题来看，似乎还是非常平稳，仍然是传统的话题作文(

见附录)，这一点出乎许多一线教师和研究人员的预想，无论

从广州一模还是许多地市级模考以及大量的信息资料来看，

老师和同学都把新材料作文作为主攻方向，且化费了大量时

间在审题立意的训练上。不过今年作文审题难度的降低，或

者说“好写”并不代表能“写好”，从试卷反映的情况看，

在学生“都有话可说”的情况下，优秀的作文就要求在内容

的丰富上，语言的表达上要有所突出，否则，就会落入一般

化二类作文。从结果看全省平均分是39.62分(较去年有所提

高)，但佳作不多，近51万考生中仅有26篇满分作文，54分以

上6395人占全部作文的0.58%，大部分作文得分集中在35-50之

间，拉不开距离。作文成绩的一般化，具体反映出平时作文

教学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尤其在与新课程的要求上还有一定

距离，学生写作缺乏深刻的思考和有个性的表达，语言积累

不足，基础不扎实。具体分析如下： 一、07评卷标准说明：

今年增加了考查学生能力的说明，有四个方面：一是对自然

、社会和生活的观察与思考的能力及其创造性思维；二是记

叙、描写、议论、或抒情等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能力；三是

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的能力；四是调动语言及

知识积累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准确、鲜明、生动。其中对有



创造性思维的作文给予了鼓励。在发展等级上，设定了四个

方面，较以往更加简明，包括立意的深刻、材料的丰富、语

言表现情况、见解构思是否新颖。今年加强了对错别字的扣

分，但又结合广东实际，制定了较为灵活的扣分标准，错别

字1-2个不扣，从第三个开始，3个1分，4个2分，5个3分，6个

及其以上扣4分；没有标题扣2分。 二、话题作文的说明：以

“传递”为话题，只有一个词，且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在提

示语中关于“传递”的作用、内容都比较清晰，学生都有话

可说。在立意上，“传递”的意思是一方到另一方，其引申

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传播、传承、传送、传达、传告等，只

要有“传”和“递”的意思就可以。在构思上，从其含义来

看，考生可以写“传”，也可以写“递”，从内容上看，可

以写一个具体物体的传递，也可以写抽象的传递(精神、情感

、态度、思想、情绪等)；还可以介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经验

、技艺等)，总之有“传”的意思即可，次数不限；从传递的

关系来看，可以写“传”与“接”，也可以只写“传”或“

接”(继承)；从传递发生的原因看，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

是客观的；从传递的方向看，可以是单一的，如一代传给一

代，从前传给后等，也可以是双向的，如你和我之间，或多

向转折；从话题角度看，可以写为什么传递，包括传递的好

处、目的、原因等；也可写怎样传递；还可以写由谁传递等

，传递什么。 总之，只要符合题意，在话题范围内，就没有

角度的优劣之分，主要从写作的深刻性，认识度，创新性方

面进行评价 三、考场作文存在的问题：①文体趋同化，单一

化(今年考生选文大多是议论文加散文，占到93%)②内容空洞

，俗套化(标语、口号多，讲不出如何传递，没有具体例子，



空谈“爱”“亲情”)③材料老套、硬套(一些历史人物象李

白，屈原，苏轼年年用，而05年感动中国人物从飞仍然是主

角)④思维幼稚化、平面化(写爸、妈、同学、爷爷、奶奶如

何关心帮助我，缺乏升华)⑤语言平庸化，语言表达病句多，

错别字较多。 虽然审题难度小，但还是有学生离题、偏题现

象。如部分考生作文全文写“爱心”“沟通”“追求”“坚

强、独立”“腐败”“感情”“交流”等，与“传递”若即

若离，有些题目表面上有“传递”，象《语言是传递的桥梁

》(实际上谈语言)《传递美德追求》(谈追求)《爱的传递》(

谈爱心)；还有反向立意，象《成功不是靠传递》《人格传递

不了》(写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都有自己风格色彩，但人

格传递不了，我们要靠自己)；更有作文从标题就跑或半跑题

，象《网》《关爱》《沟通从心开始》《爱在于沟通》《坚

强独立》《腐败与反腐败》《交流》等，这些题文章主体基

本与“传递”无关，或是试前背好的一些范文，还包括前几

年的高考文章，不知变通，导致离题。还有些作文在拟题上

不准确，象《刺痛麻木》《人无和而造就未来》《文化》《

用心感受》《传递的神秘介质》《人类社会的传递》《世界

的传递》《生于传递的社会》《速递》等题目过大或令人费

解，都影响了行文和中心的表达。 文体以议论为主(93%)，

写得比较多的是“爱心的传递”，比较单一，且写不出“爱

心”是如何传递的。写议论文，立意上就写爱心是“奉献”

“助人为乐”“捐助”等，立意不高。除开头、结尾外，中

间就举几个现当代一些献爱心的例子并列起来；写记叙文，

就写爸、妈对我如何关爱的，我怎么由不理解到理解等。象

这样雷同、肤浅的立意构思往往得分起点都比较底(35-45)之



间。还有文不对题《传递思想，传递智慧》中只写“传递思

想”。开头、结尾粗放经营，主题不集中，饶题套作，象开

头《信息的交流》“信息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有物质信息

交流，化学信息交流，语言交流⋯⋯我们上午生活离不开信

息交流”；《传递永不停止，不断发展》“在政治课本上我

们知道世界万物皆有联系⋯⋯。《原来精神也可传递》“这

个社会由我们人类组成，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给予我

们压力⋯⋯。”象结尾《传递爱心》“⋯⋯爱心是一杯清泉

，一缕花香，一缕阳光⋯⋯让我们挽留它，让我们的世界更

加美好。”；《传递与交流》“⋯⋯交流、沟通是我们了解

双方必要的手段，如果我们不相互了解，互相学习，我们就

不能有所发展，反而停滞。”还有甚至照搬前几年的各地的

高考作文，没有一点变通，象《安，我的祖国》(北京05年高

考作文“说‘安’”)，《沟通，从心开始》(04年广东高考

“语言与沟通”)，《天使的微笑》(06广东“雕刻心中的天

使”)。 在语言与材料运用上，呈现俗套化，单一化。在谈“

爱”“精神”等的传递中，就举例感动中国人物，象用的最

多的当代人物“丛飞”“林秀贞”“微尘”“丁晓兵”“黄

舸”“霍英东”“洪战辉”“邰丽华《千手观音》”等，在

历史、文学、科技人物中仍然是“屈原”“李白”“鲁迅”

“雷锋”，另外有“孟母三迁”“鲁迅弃医从文”“李时针

《本草纲目》”等老套和过于集中的事例。鲜有作文谈到儒

家文化，爱国(家乡)精神，诗词情韵等，材料又不够丰富。

在语言表达上，生搬硬套，口号空话连篇，语句不通，知识

表达错误，错字较多；另一方面，有的作文语言华丽，滥用

一些修辞(排比)堆砌起来，但又与主题无关。象“让我们的



爱在传递中传递吧”，标题中“传递，传递再传递”“在这

个物欲横流，自私自利的时代，许多人都忘记了人本善良，

在他们的观念里，金钱意识，权利意识大于一切”(《让我们

一起传递爱心》)“中国是个文化大国，为了促进社会发展，

就必须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选

择，丰富中国人的文化内涵，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建设

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0后是有希望的，过

去就过去了，人类思想不断的创新，传递之火也永不灭亡”

等，官腔，学生腔十足，象报告一样。用的最多的一句是“

万物在传递中绵延不已，人类在传递中生生不息”，千篇一

律。语言逻辑混乱，象“为中国的新民主革命传递了基础”(

搭配不当)；“学不会传递，社会可能会腐败，世界可能会灭

亡”(武断)；“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是巨大的，他们之间感情

的传递不亚于导弹的威力”(不准确)；“传递是大家都喜欢

的工具”(“工具”是什么意思？)“司马迁把文化传递给后

人，使后人轻易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不足”(不具体，不准

确)。除语句不通外，错别字较严重[括号中为正确]，象“星(

薪)火相传、锻(炼)练、留取丹心照汉(汗)青、岐(歧)路、愁(

仇)恨、保(宝)贵、扶(抚)养、渊(源)远流长、无微不致(至)、

鸦鹊(雀)无声、孝尽(敬)、发辉(挥)、萧(潇)洒、协(携)手共

进、奥运盛(圣)火、精采(彩)、问(候)侯、谭词酮(嗣同)、鲁

讯(迅)、猿(袁)隆平、霍应(英)东、丘(邱)少云等，2006年感

动中国人物”林秀贞”也换了许多姓氏，象马秀贞、王秀贞

、李秀贞等。以上错字大都是由于不理解意思而读音又相近

所造成，另外也反映了语言文字运用基础的薄弱，还有一些

是考场紧张原因造成笔误。 另外还有知识性错误，象“李白



‘飞流直下三千里’的壮阔”(三千尺)；“我国是一个拥

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国”；“中华人民历史也有五千多年了

”；“地球在宇宙中存在以有6亿多年了”(应该约46亿)；“

孔子曰：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是韩愈)。 需要提到的是，今

年有些文章在表达上，语言非常华丽，修辞运用丰富，引用

变化多端，但有穿衣戴帽，背诵抄袭之嫌，全文回避“传递

”的问题，是一种华哗众取宠的不良文风。 四、2008作文复

习指导：从07高考作文阅卷中所反映的问题来看，08年广东

高考作文命题应该要有新的变换，虽然07年作文过渡平稳，

但创新不足，反观全国及其他省市高考作文命题的新动向，

广东07年的话题作文命题思路就略显滞后，象全国卷(Ⅰ)的

图画材料作文，“出事了吧”；上海的以“必须跨过这道坎

”；浙江的“行走在消逝中”；山东的“记忆永远不会风化

”；江苏的“怀想天空”；北京的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

花落地听无声”为题材作文等，引导学生更加关心社会发展

，关心学术，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广东高考作文历来比

较重视思想性，象04年的“语言与沟通”，05年的“纪念”

，06年的“雕刻心中的天使”，07年的“传递”，这些作文

命题都比较倾向思想意义的阐发，而少了文学性和艺术性。

由此08年广东作文在教与学中，在主题思想上同学们应更加

关注我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的前景与发展，并进行哲学

性的思考，在社会的道德与责任，理想与感悟，亲情与生命

，环境与未来等方面展开广泛深入的思索。为减少材料的单

一化和语言表达的平庸化，平时要多加强对古典文学和一些

名著的阅读理解与记忆，尽量多占有材料。对当代一些优秀

的散文、小说开展阅读赏析，密切关注社会新闻实事，每天



坚持看报纸、电视新闻半小时，并有目标作一些笔记，加强

记忆，丰富自身储备，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联想、想象和辨

证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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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