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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A_9F_E7_9A_84_E6_c65_96443.htm 高考话题作文回顾全国

卷高考作文的话题形式从1999年问世以来，已经使用五年了

。探索五年话题作文的轨迹，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产生发展成

熟几个阶段。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突出了学生的想象力

与创造性，考生可以大胆想象，内容上不拘一格，给考生提

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任其自由翱翔；写法上百花齐放，可

以记叙、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可以描写，也可以写虚幻，

可以写联想，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但是，由于范围太宽泛

，几乎没有限制，考生天马行空，自由驰骋，胡思乱想与奇

思妙想，没有明显的界限。 2000年的话题作文是“答案是丰

富多彩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涉及的范围可以是任何

领域，无所不包，生活、思想、观念一些大的话题可以写；

争辩、求异、独见，一些学习中的事情也可以写。从文体看

，2000年第一次取消了“除诗歌外不限”的说法。总的感觉

是：开放有余，限制不足。 2001年的话题作文是“诚信”。

与2000年的话题作文相比，2001年明确要求“立意自定”，

这就给了考生更大的发挥“思想”的空间，但立意必须积极

向上，决不可以任意立意。另外，“可以编写故事、寓言等

等。所写内容必须在‘诚信’的范围之内”，此点是在2000

年基础上加的限制。这一要求既在写法上放手，又划定了内

容的范围。2001年话题作文的特点是：既有开放，又有限制

。 2002年的话题作文是“心灵的选择”，话题画出了作文内

容的范围，外圈是“选择”，内圈是“心灵”。考生的作文



仅仅进入话题范围的外圈是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的选择都

属于“心灵”方面。作文必须写出心灵方面的选择，才算进

入了话题范围的“内圈”，才算完全符合题意。2002年话题

作文的限制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文体仍然不限制，是自选

的。 2003年的话题作文是“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

话题有一定陌生度，取材范围也有所限制。与过去几年的话

题形式比较，2003年的话题作文在语言形式上既不同于1999

年的一个假设(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也不同于2000年的一个判

断(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既不同于2001年的一个概念(诚信)，

也不同于2002年的一个偏正短语(心灵的选择)。它是一个并列

短语，是一个关系型的话题。由于材料蕴含哲理，注重考查

认知方法，立意上又多了一些限制，客观上落笔成文的难度

增加了。 2004年全国高考试题中作文话题的语言形式与2003

年的基本相同(都是并列短语)，但今年四套全国卷的四个作

文话题内在关系的体现比“感情与认知”的内在关系的表达

要明朗得多。所以话题中包含的哲理性认知难度要低于去年

的话题，这也正是再次利用寓言、故事提炼话题时汲取以往

经验的结果。这样引至审题，难度降低，有利于学生面对话

题迅速展开联想，进入实质性的写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审题失误，体现了高考命题专家的匠心独运。 严格地说

，近两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不像一个作文题，只是一个话题

的范围，考生不能直接把这个话题当作题目搬上去，也不能

把事先准备好的文章套上去，考查的是考生临场发挥的真本

领。考生没有比较丰厚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积累和

语言积累，是难以写出精彩文章的。笔者认为，这正是今年

话题作文的成功之处。成功体现在三个方面： 开放与限制的



最佳契合 高考作文具有选拔性，它必须设定某些限制，在一

定限制的情况下让学生自由发挥，从而检测学生在作文能力

上所达到的高度，以保证选拔的客观、公正。同样出于选拔

性，它也必须坚持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使考生才华尽显，个

性张扬。 何处限定？哪里开放？怎样才能使二者达到和谐的

统一？是高考命题专家煞费苦心的事。高考作文应该展现的

是考生在某种限制下尽情飞扬的思维、情感、才华与个性。

为保证国家级大考的公平、公正，减少乃至杜绝宿构、套写

、抄袭，除加强思想教育、评分控制之外(这些都是有限的)

，命题本身开放与限制的最佳契合就是最好的保证。从这个

角度上看，近两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命题是一种成功的探索。 

话题式作文是一种在立意、选材、文体等方面向考生开放的

作文考查方式，话题式作文也给材料，但材料只提供一个话

题，这个话题的作用是引发、开启考生的想象和思考，考生

行文中对这个话题材料可以引用也可以不引用。话题作文在

写作内容上给考生以最大限度的选择权，说自己想说的话，

写自己想写的事，利于考生写出有个性的作文。 但是，话题

式作文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中学作文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指示了方向；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问题，突出的一个就是抄

袭和套写。前几年的话题作文，或话题过于宽泛，或要求过

于宽松，大多限制较少，造成了胡编乱造、矫情造作之风愈

演愈烈，语文教学圈内圈外早已非议众多。 如何对付宿构、

套写和抄袭之作？如何区分优秀考生与一般考生？笔者认为

，一面是必须坚持开放、鼓励创新不动摇，一面是必须拉开

得分差距、增强试题的区分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3年



高考，“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个关系性的话题出

现了。经过去年的投石问路，今年全国卷的四个作文题均以

关系型出现，这既是一种延续，也是对关系型话题作文更深

入的探索。近两年关系型的话题作文题变得有点陌生和复杂

，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考查力度加大了，增加了选材的限制性

，依赖宿构套作的可能性小了，有效地防止了押题、猜题、

仿作、宿构、套写甚至抄袭等不正之风的蔓延，更好地体现

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作文命题的变化反映了命题人审慎、严

肃的求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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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