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标I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

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
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
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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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6套题中有何深意？

突出特点：时代性、开放度
2024年高考语文共有6套试卷。教育

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甲卷、新课标Ⅰ卷、
新课标Ⅱ卷的3道作文题。天津、上海各命
制1道，北京命制2道及1篇微写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作
文题不在审题立意上设置门槛，让不同的
学生结合生活体验或社会议题都能找到
写作切入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个性写
作，助力创新人才培养。

新课标Ⅰ卷作文题“答案与问题”聚焦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新课标Ⅱ卷“抵达
未知之境”将太空探索融入题目、北京卷讨
论中华经典“历久弥新”……专家反映，看
到作文题，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今年的作文题时代性鲜明。互联网
时代科技迅猛发展，人文思考显得尤为重
要。作文题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说。

命题简洁、意蕴丰厚，是今年高考作
文题的一大亮点。

比如，新课标Ⅰ卷作文题材料48字，
全国甲卷材料53字，上海卷题目一共才
64字。

“简约的作文题干凸显关键词，让考
生快速抓住要害，减少构思阶段的纷扰，
便于快速破题。”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童志斌分析说。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今年作文题
聚焦的关键词。北京卷的“打开”、天津卷
的“自定义”、上海卷的“认可度”，都与个
人体验息息相关。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
“这些试题设计具有开放性，让擅长不同
文体的学生都能有发挥余地。”

考查重点：思辨力、怀天下、
真表达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介绍，今
年作文命题希望学生针对特定现象去观
察、归纳，凝炼想法、提出问题，体现思维
的形象性、深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

例如，全国甲卷作文题探讨的“相处”
“交流”“相遇”是青少年成长中人人要面
对的问题。这一话题能够让每一个学生
都有话想说、有话可说。

“好的作文题应该具备亲和力、伸缩
力、思考力，贴合学生的身心规律和生活
实际，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展开真实贴
切的思考。”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组
组长李奇表示。

“嫦娥探月等重大科技新闻进入作
文题，说明考题与当下热点的贴合度很
强。”合肥一六八中学语文学科主任黄艳
艳认为，今年作文题提示广大考生要胸
怀天下，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更多关注时

代变迁。
融合科学与人文、个人与社会，意在

强化对创新人才潜质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这些

作文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着力考查学生探索性、创新性
思维品质，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
的兴趣，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解决真实
问题，学会沟通、善于表达。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处主任
高嵩博认为，这提示考生要注重夯实基础
关键能力，减少刷题、押题等套路化训练，
真正感悟语文魅力，学会表达自我。

教育导向：考教衔接、全面发展
在专家们眼中，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

是语文教学的“风向标”。从关注个人成
长到关注科技发展，从强调理性思辨到强
调个性表达，今年题目蕴含的教育观、成
长观、发展观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树立学用相长的教育观——
专家普遍认为，近年来包括作文题在

内的高考语文题目充分体现了考教衔接
的命题思路，引导教师和学生更加注重课
堂学习。

“新课标Ⅰ卷的作文题与统编高中语
文教材中的‘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单元
有很强联系，这提示我们在教学中应以教
材为主，应教尽教。”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

特级教师张永飞说。
引导理性健康的成长观——
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大多为

“05后”，这一批学生在日常交流中普遍
更为直接、更有个性。通过作文鼓励他们

“我手写我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
是当前作文题命制的重要任务。

“纵向比较近几年高考作文题，能很
明显感觉到，作文题引导学生既要有宏大
的外部视野，也要有对人的发展、青年生
存状态的观照。”李奇说。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作
文题关注学生成长中的困惑，鼓励他们勇
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他们通过
坦诚交流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树立理
性的成长观。

强调开放创新的发展观——
写作能力背后有思维能力。专家表

示，今年的作文题强化思维过程和思维方
式的考查，引导学生提升思维品质；增强
试题的开放性设计，旨在引导学生增强创
新意识，培育创新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
来，今年的作文题提示学生，学习不是封
闭的，而是敞开的，与现实、远方有密切联
系。超越机械学习，保持对外在世界和内
在自我的感知，就能更好面对日新月异的
变化，既答好高考作文题，也答好人生的
命题。 据新华社

今年江苏使用新课标I卷，作文题公布
后，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祁智。

温暖、亲切的作文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很亲切的

作文题。”祁智说，“因为互联网也好，人工
智能也好，就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所用，我
们每个人对它都有所了解。考生遇到这
个题目，他一下子是很高兴的，他一定会
觉得自己有话可说。”

在祁智看来，现在的高考作文及中考
作文，很人性化，能考虑到考生考试的心
情，让考生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但同时，
这毕竟是高考作文，如果每个人都能一泻
千里地说出来，也很难把层次区分开来。
所以，当考生动笔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点难

度。难度在哪里？祁智说：“互联网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你的专业知识、专有名词，
多少要有一点。这就意味着现在高考、中
考作文题的趋势，在于关注生活、关注身边、
关注时代、关注未来、关注身边的改变。”如
何关注？祁智特别提醒说：“不是只看一眼，
你得多看几眼，多停留一会。你关注了这些
专业知识和专有名词之后，再去动笔，积累
就出来了，深浅也能体会出来了。”

要写出辩证法的关系
“这个作文题暗示了一种辩证法的关

系，如多与少、近与远、利与弊，这一点让孩
子们有话可说，能够进行阐述。”祁智解释
说，比如多与少的问题，我们和互联网、人
工智能之间，现在是你多我少，我们少的是
互联网、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部分，但互联

网、人工智能提供的可能不是一个标准答
案，而是一个基础答案，我们可以在此基础
上完善、丰富、追求个性化，甚至进行调整，
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未来我们
会超过它，而它的算法、内容等，又会螺旋
式上升，这是一种辩证法的关系。

在祁智看来，写这个作文题必须要有
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很难体现它的
高度、深度和广度。所以，考生真正写的
时候，会斟酌、会有难度，这是很正常的。

跟着时代一起往前走
祁智表示，现在的高考作文和过去的

高考作文完全不同。过去的高考作文谈
勤奋等，是一种说道理，现在的作文指引
是跟当下、现实、未来扣在一起，笔墨当随
时代，今年的作文放到明年就过时了。“高

考作文、中考作文、语文学习，包括全科学
习，目的就是引导、帮助、推动孩子的健康
成长。如高考作文关注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同学们要学会关注，要有兴趣和喜好，
不一定非得要喜欢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可
以喜欢其他的东西。我们的同学在平常
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个人
的追求和喜好，要把自己和当下、现实、社
会融为一体，要跟着时代一起往前走。”

祁智说：“同学们在学习当中，不仅是
为了把作文写好，同时你的理想、热情、兴
趣、追求、爱好，有时候会通过一张作文纸
体现出来。所以，作文的好不仅仅是技
巧、立意、遣词造句，其实是一个人综合素
质的体现。平常积累、关注得多，充满了
热情，自然就能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黄艳 袁永红

作家祁智谈江苏高考作文：

多关注多积累，才能在笔下流淌出你的热爱

全国甲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每个人都要学习与他人相处。有

时，我们为避免冲突而不愿表达自己的
想法。其实，坦诚交流才有可能迎来真
正的相遇。

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
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
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新课标II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本试卷现代文阅读 I 提到，长久以

来，人们只能看到月球固定朝向地球的一
面，“嫦娥四号”探月任务揭开了月背的
神秘面纱；随着“天问一号”飞离地球，航
天人的目光又投向遥远的深空……

正如人类的太空之旅，我们每个人也
都在不断抵达未知之境。

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
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6月7日，2024年全国高
考拉开大幕。随着第一门考
试科目结束，高考作文题引起
人们热议。

人工智能、“嫦娥四号”、
“自定义”……今年的作文题
涉及领域广泛，贴近当下实
际。它们有何突出特点？意
在考查什么？背后蕴含什么
样的教育导向？“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多名专家和一线教师
进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