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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9_AB_98_E8_80_c65_645549.htm 六十年高考作文是非常值

得回味、研究的，因为这不仅是关于个人命运前途的大事，

历来有云“得作文者得天下”；而且是反映国家社会发展状

况的大事。可以说，60年高考作文命题，绝对是与时俱进的

，所谓“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年月命什么题，纵览“

全国卷”、“地方卷”，莫不如此。 [初创时] 讴歌新中国新

人新事新思想 从1952年起，经过院系调整的全国高校，开始

全国统一考试招生，语文只考一篇作文，一直到1965年，并

且都是命题作文。1952年：《记一件新人新事》、《我投身

到祖国的怀抱里》；1953年：《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

》、《记我最熟悉的一个人》；1954年：《我报考的志愿是

怎样决定的》；1955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

生》；1956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7年：《我

的母亲》；1958年：《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59年

：《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1960年：《我在劳动中受到了

锻炼》；1961年：《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1962

年：《说不怕鬼》《雨后》（二选一）；1963年：《“五一

”劳动节日记》；1964年：《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

；1965年：《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 从这些高考作文题可

以看出，1952年至1956年出题内容是重于歌颂新成立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从新社会新气象的角度，认识新人新事新思想

，提高觉悟，体会幸福，加强建设祖国的责任感。1957年

至1965年，则明显地突出了政治，高考作文题在政治风云的



变幻中变化。 高考中断始于1966年。这一年彻底批判17年的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此后，高考中断了11年。其中1973

年也曾尝试过恢复高考，但被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搅

砸，取消了考试，变成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了。当年，辽宁高

考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恢复时] 历史转

折期的作文题最令人回味 最最令人回味无穷的是1977年

和1978年的高考，这是改变了多少人的个人命运的考试啊！

新时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急需的人才，就是从那年起

步的。谁都不会忘记那些处于历史转折期的高考作文题

：1977年尚属“地方卷”，北京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

一年里》，上海的题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许多省市还不约而同地要求考生

做“难忘”文章，如吉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

，辽宁《在沸腾的日子里》，山东、陕西、宁夏《难忘的一

天》，江西、安徽《难忘的时刻》，广西《难忘的日子》。

显然，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考生们能够倾吐、敢于

倾吐，憧憬一个美好的前途。考生都有话好说，有话要说。

这样的命题作文是踏在时代的鼓点上，正中考生的心窝里。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新中国逐渐走上了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国人民重燃实现“四化

”的强烈愿望，学生兴起了“读书热”，社会生活逐渐丰富

多彩。1981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新的教育改革浪潮滚滚而来

。1978年开始实行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那年的高考题是

将《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缩写成500至600字，“缩

写”这种题型是新的；1979年将《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



伊玲的故事》，“改写”又是一种新题型。这两种题型都属

于给材料作文，已含有考“阅读”的意思了，只有将原文读

懂，把握整篇材料的内容，才能够取舍概括，选择角度，合

乎逻辑地进行“缩写”和“改写”。 [现在时] 高考作文从形

式到内容走向多样化 80年代和90年代，这20年是新中国逐步

走向大发展的时期。到90年代末，中国经济起飞已势不可挡

。与之相应，学校的教育改革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学

习现代教育理念，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从管理到课程

逐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丰富，生活

处于新的变化之中，高考作文从形式到内容走向多样化。全

国单一的统考制也冲破了。1985年上海首先争取到高考出题

权。于是，出现了高考“全国卷”和“上海卷”。 全国卷

自1980年《读“画蛋”有感》开始，到1999年《假如记忆可

以移植》为止，总共20次作文题，仅命题作文四次：1982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8年《习惯》

，1991年《“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1994年《尝

试》。这4次命题作文显然是从励志、慎行和实践、创新的个

人修养方面去考察认识与表达的。社会价值逐步呈现多元化

，个人自我设计流行的年代怎样看待理想与实现的冲突、处

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自然可以启发许多较深层的思考。此

外的16次作文题都是材料作文，启发考生分析、综合和想象

去探求一种更深层的人生哲理和社会与科学的未来。这在90

年代尤其突出。 进入21世纪后的作文题是：2000年《答案是

丰富多彩的》，2001年《诚信》，2002年《心灵的选择》

，2003年《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4年《遭遇挫折

与放大痛苦》《从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意见》、《快乐幸福



与我们的思维方式》、《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5年《

出乎意料和情理之中》、《忘记与铭记》；2006年《读书问

题》、《书》；2007年《出事了吧》、《捐款》；2008年《

抗震救灾》、《海龟与老鹰》。2009年《小动物学游泳》、

《英国科学家道尔顿的妈妈色盲小故事》。看来给材料作文

，读写结合，关注自然、社会和人生，从阅读理解度、思维

敏捷度、个性发挥度、文字驾驭度等的综合去衡量考察，都

是比较科学、贴近学生的，猜题、套题和抄袭也难。因而，

今后的高考作文大部分还是用给材料的题型，针对经济和科

学社会发展每年的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成长中的认识，编选

材料，让学生谈见解，议论抒情。 [上海卷作文] 25年来逐渐

显现“海派”特色 “上海卷”出题至今已经历25年了。与“

全国卷”相互促进。出题也是与时俱进的。不过，逐渐显现

“海派”的特色。命题作文与材料作文，错杂进行，稳中求

变，没有固定的模式。尽管都是从自然、社会、人生方面为

内容，但上海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基础和我国现代化窗口的国

际大都市，那份时代的大气心胸、广阔视野、浪漫情怀和创

新意识，渗透在“文无定法”的多彩之中。 从1985年的《知

足常乐与不知足常乐》辨析开始，到2009年的关于“板桥体

”的话题，25个作文题，海涵了各个年代上海和上海高中毕

业生的思想感情和语言特点，那种知足常乐与不知足的辩论

把握；那种《时间啊时间》（1990年）的生命珍惜，那种对

《机遇》（1993年）的敏锐与慎视；那种对《我的财富》

（1996年），《责任》（1995年）,《自尊》（1998年），《

杂》（2003年）和《忙》（2004年）的现代感；那种《遥望

星空》（1992年）和《面向大海》（2002年）的胸襟、气魄



、勇气和眼光，那份瑰丽和那腔豪情；那种关于文化传统

（2001年）和关于流行文化（2005）的话题，荡漾于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薰陶，借鉴和融合；那种《2000年回母校》

（1986年），《父辈》（1994年），《他们》（2008年），《

我想握住你的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大爱情怀；还有《必

须跨过这道坎》（2007年）的决心和踏实，《清流和活源》

（1998年）的准备和坚持，关于“板桥体”话题的个性和独

创。这些富有诗意的作文题把促进现代社会一代新人成长的

沃土与鲜花展示得分外诱人。 最新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

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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