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关键词、“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人生三本书、
24小时书店、我和高考……今年恰逢我国恢复高考40周
年，最能展现学生汉语文化能力和素养的高考作文题再
次成为焦点。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今年的试题以材料作文
为主，融通古今，总体上以厚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
反映时代主题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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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解析作文命题思路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 2017 年高考语文试卷 10道作文题发

现，既有和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化场景，也含有对人生和生活的感
触，还结合了国家战略等时事热点。

今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书有关：浙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
本大书”、天津卷“重读长辈这部书”和山东卷“24小时书店”。

一类题引导考生结合社会生活进行思考。比如，上海卷的作
文题是“预测”，“生活充满变数，有的人乐于接受对生活预测，有的
人则不以为然。”江苏卷以“车”为题，“车来车往，见证时代的发展，
承载世间的真情。”北京卷其中一题是“说纽带”。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时事热点成为高考作文的
重要题材。比如，全国Ⅰ卷作文题“中国关键词”中囊括了“一带一
路”的国家战略；北京卷第二题是“共和国，我为你拍照”，展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全国Ⅲ卷则在恢复高考 40周年的背景下以“我和
高考”为题。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2017 年高考作文坚持以考生为
本，力求让考生看得懂、感受深、易接受、有兴趣。突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关注社会热点，凸显时代主题，贴近学生实
际，同时发展了任务型写作，更有利于人才选拔与教学引导。

专家指出，材料型作文经多年实践已趋于成熟。今年作文题
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写作要求，指令明确，发展了任务型写作，更
有利于考生发挥。全国Ⅲ卷作文要求“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
考’为副标题”，意在引导考生立足于“我”，突出思想与情感的表达
主体，既可写实，亦可虚构，为考生的思想表达、经历叙述与情感抒
发提供了更大空间。

紧贴生活和时代 注重传承与思辨
有关专家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兼具稳重和鲜活，紧扣时代主

题，囊括个人、社会和国家。题目的设置不仅能展现学生文章写得
怎么样，还能体现文章背后的人格和修养。

——贴近生活，富有时代气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语文备课组组长田云等一线教师认为，生活化是今年高考作文题
的一大特点，考题中纽带、车、书店等都是学生身边的事，这让学生
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容易有表达的欲望和发挥的空间。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贴近考生、贴近现实生活，使考生
感到熟悉、友好，更易产生思想情感共鸣与交流，是作文试题命制
的努力方向。国家热点战略“一带一路”、大众娱乐活动“广场舞”、
几乎人人在用的“移动支付”等关键词，让人耳目一新。

——融古通今，传承发展文化。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全国
Ⅱ卷作文题选取了六个分别来自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的诗词
文学名句，要求学生不是用静态记忆来传承文化，而是合理引用，从
中解读出相应的意义，使优秀传统文化在使用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表示，全国Ⅲ卷的“我和高
考”，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考题以 4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有着
时代转折意义的事件为背景，连通了数十年的历史和学生当下的
个人体验，学生可以表达自己对“高考”的独特体会和理解，也可以
从更高层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探讨高考改革的方向。

——深邃思考，培育思辨能力。北京市京源学校语文教研组
组长王晨阳说，避免高考作文套路化，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是这些年
高考作文的努力方向，在一些题目中已经体现。如上海的“预测”，
预测的东西有很多，有巫婆跳神的预测，有黑洞理论的预测，需要
学生有足够深邃的思考、足够开阔的视野才能写好。

陈建新认为，这些题目有利于那些平时重积累、有思想并在议
论文写作方面有实力的考生展示其思考与议论的能力。“无论是从
高中生的心理成长历程看，还是从与大学学习的接轨看，让高中生
学会写议论文很重要。”

有考生表示，不流于俗套、想创新超越很难。要在考场上写出
吸引人、思想深刻的文章，需要平时多下功夫。

40年变迁 高考作文改革还在路上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等专家看来，高考作文题是最

能展现学生汉语文学的素养和能力的，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投影。
从恢复高考元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毁树容易种树难”“乐于助人还是悄悄走
开”，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汶川地震”“心灵的选择”，高考作文命题
逐渐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走向关注社会热点、思辨人生人性。

“高考作文题和时代紧密相连，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人性
的理解更加丰富，视野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扩大。”张颐武说。

除了题材，作文体裁也有着明显的时代脉络变化。“恢复高考
40年，我们的作文试题经过了标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和新
材料作文四种形式。”陈建新说，新材料作文最不容易与以前的考
题雷同，有利于考生个性发挥。

张颐武认为，从高考作文可以看出今后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
那就是增加阅读量、增强逻辑能力、重视传统文化，总体上要引导
学生全面提高学习能力、观察能力、思考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市高考阅卷小组副组长漆永祥认
为，“高考作文命题者大可不必有太多顾忌，生活琐事、家长里短、
身边故事、普罗大众，皆可出题，要尽量拉近考生与题目的距离，尤
其要引导考生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感想。”漆永祥说，命题创新会
激发考生作文的变化，一定会出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新颖求变、
不拘一格的好作文。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家事国事天下事
——解读2017年高考作文

考查考生思维能力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尧建兴：正值恢复高考40周年，纵观40年
高考作文的变化，高考作文越来越注重学
生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越来越注重对于
学生思维品质的考查，越来越注重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几年的高考作文
更体现了改革的连续性，都是解决具体问
题的任务驱动型作文，高考考查的就是学
生平时练习的内容，学生拿到考卷并不感
到突兀，无从下手。

今年的高考作文中，“京剧”“大熊猫”
“长城”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每个人都十
分熟悉，“共享单车”“一带一路”“移动支付”
等都是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热点话题，“广
场舞”“中华美食”等都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在
经历的生活，高考作文已经真正地走进了人
们的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思考生活。

今年的高考作文和前几年相比，更
体现了对学生思维品质的考查。尽管这
样的作文题想跑题都难，但是要想写好，
也需要注意作文的考查方向。和前两年
由具体情境谈自己的看法不同，今年的
作文题目选材范围更广，从 12 个关键词
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更能考查学生的
思维能力，尤其是作文题目中的具体要
求，“使之形成有机关联”，避免了学生的
套作。而且作文要求写给外国青年，写
作对象更加明确，势必对学生的思维认
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考是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的指挥
棒，高考作文更不例外。和之前的传统材
料作文相比，高考作文已经不再是简单地
搜索人物素材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更倾
向于让学生走进生活，关注生活，思考生

活，也更体现了语文学习的实用性。今
后，我们的语文学习更应该突出学生阅
读的重要性，更突出生活实践的重要
性。在新的高考形势下，必须形成大语
文观念，既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更注重
阅读习惯的培养，在阅读中形成学生自我
的见解，独到的思想。

总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充分体现
了高考改革的方向，学生几乎不可能跑
题，但是只有对生活有深入的体会，对问
题有深入的思考，语文素养丰厚的学生才
能取得优异成绩。

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郑州一中语文教师高锐：2017年全国

Ⅰ卷语文试题稳中有变，不回避社会热点，
更加贴近现实生活。选择题增加两道，适
当减少了主观表述。实用类文本阅读由去
年的传记调换为新闻，语言文字应用第21
题有所变化。其他题型与2016年同。

作文题新颖，灵活。提供的12个关键
词可以自由组合，要求任选两三个向外国
人介绍中国。其中“共享单车”“一带一路”

“空气污染”“食品安全”“广场舞”“高铁”
“移动支付”等都是当下网络热词，与中国
的快速发展相关。其他“长城”“京剧”“中
华美食”“美丽乡村”与传统文化有关，“大
熊猫”涉及动物保护与责任担当，很多词
几乎都可以看作中国的名片。整体来看，
作文考虑到了传统与现代、发展与问题、
自由与约束的统一，不在审题上设限，把
选择权交给学生。材料体现了开放中国
的自信大气，但有一定的写作难度。需要
注重审题立意，找准关联，合理论述，更要
注意介绍对象。

本报记者 赵文静 王 红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
洪岩）郑州市公安局6日开通反诈热
线电话 66221110，为考生和家长提
供咨询、举报和止付等防诈骗服务。
同时，郑州警方还联合团市委组织上
百名志愿者，深入郑州市各考点开展

“反高考诈骗”宣传活动，现场提醒学
生和家长谨防招生“陷阱”。

昨日上午，在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为民高中）考点，郑州市公安局犯罪
侦查局反诈中心和共青团市委的工
作人员以及河南中医大学阳光青年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通过现场面对
面讲解、发放宣传材料、摆放易拉宝
扫微信提醒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等待
考生的家长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将有
可能出现的新型诈骗作了预警。

“每年高考期间，都有犯罪分子
假借各种名义骗取考生及家长信任，
然后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给考生家庭
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负担。”
据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反诈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假借
各种名义骗取考生个人信息，冒名办
理各种银行卡、违法在网贷和校园贷
平台上冒名办理贷款等诈骗犯罪将
会不断出现，请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防止个人信息泄
露，谨防诈骗案件的发生。

郑州警方郑重提醒各位考生和
家长：一是要通过正规渠道报考各类
院校,如发现有不正规的招录通知、
电话等不正常现象，要仔细斟酌、迅
速报警，以免上当受骗。二是增强
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 不要轻信他
人承诺,特别是发生资金往来时，一
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并且和当事人确
认后再行转款。三是如遇到类似被
骗情况，请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
户姓名，尽快拨打郑州市公安局犯罪
侦查局反诈热线 66221110报警，由
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最大限度挽
回损失。

警方开通反诈热线
提醒考生和家长谨防招生“陷阱”

理科数学
由易到难注重基础考查

郑州一中高三数学备课组长吴艳辉：
今年的高考理科数学试题重点考查基础知
识，基本题型，选择题中考查了集合、几何
概型、复数、数列、函数性质、二项式系数、
三视图、程序框图、三角函数、抛物线、比较
大小、归纳推理等内容，填空题考查了向
量、线性规划、双曲线、三棱锥的体积问
题。12题和16题略难，题目背景比较长，
信息复杂，计算量大，对大多数学生都是考
验，区分度较高。

此外，解答题中，19题显得最为新颖，
不走寻常路，考查正态分布，背景很长，要
学生解释正态分布中的原则，以及利用这
个原则去解决问题，做统计决策，这就要求
学生有很强的提取信息能力和应用信息的
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此题适度创
新，体现了对思维深刻性、灵活性的考查。

特别让大家关注的是20题和21题，题
目类型比较稳定常规，20题考查椭圆中的
直线过定点问题，21题与去年相似，考查了
函数的零点问题。这两道题都是反复训练
的，但要想做好也不是很容易，需要较强的
运算能力，分类讨论的思想等。这两道题
能够区分学生进入不同高校的潜能。

郑州二中高三数学备课组组长、中学
高级教师耿耀辉：从试卷整体来看，难度适
中，考查的内容注重基础性，除了19题融入
了正态分布外，基本上没有出现冷题冷点，
知识覆盖全面且重点突出。高中知识“六大
板块”依旧是考查的重点。90%的题目均属
于常规题型，是学生训练时的常见题型。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20题和21题与往年相比难
度有所降低，学生不至于无从下手。

今年的理科数学卷更加注重通性通法
在解题中的运用，都是运用基本概念和公
式运算求解、基本定理推理论证、基本数学
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试卷强调通性
通法，有利于引导中学数学教学回归基础，
避免一味地钻偏难怪试题，从而使学生能够

在数学学习上获得比较正常的发展。试卷继
续坚持能力立意，全面考查运算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抽象概括能力、数据处理以及学生对
数学思想运用的能力，同时考查学生综合运
用有关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年的试题更加注重对学生数学素养
的考查，如第2、12、16、19题都体现出一定
的新意，能较好地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水
平和知识的应用意识。整张试卷试题的分
布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这有利于稳定考
生的情绪，使学生顺利完成本套试卷。

文科数学
重点突出贴近教学实际

郑州二中高三数学老师、中学高级教
师韦道田：文科数学试卷在稳定中求创新，
重视考查学生的基本数学素养，全盘兼顾
知识点、思想方法与能力的考查，关注数学
的应用意识与创新意识，试卷从基础题、中
等题到难题梯度明显，有良好的区分度。

今年文科数学对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
的考查既注重全面，又突出重点，贴近教学
实际。试卷中的每种题型均设置了数量较
多的基础题，许多试题都是单一知识点或
是最基础的知识交汇点上设置，同时试卷
注重确保支撑数学知识体系的主干内容占
有较高的比例，如函数与导数、三角函数与
解三角形、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数列、概率
统计等内容，这充分体现了高考对主干知
识的重视程度。

试卷除了注重基础之外，还注重数学思
想和方法的考查。此外，试卷重视数学知识
的应用，而且背景来自于学生所能理解的生
活现实与社会现实。在注重基础的同时，也
充分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试题稳中有变。

总体来说，文科数学除了具有良好的
选拔功能，对中学数学教学也具有很好的
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回归课本、扎实基
础，重视数学思想方法，加强数学应用与数
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本报记者 赵文静 王 红

作文：

善积累深思考是关键
巧立意紧关联方出彩

数学：

难度与去年持平
知识覆盖更全面

今年高考作文有什么特点，命题难易程度如何，怎样审题立意能获高分，
对今后语文学习有着什么样的引导？本报第一时间邀请一线名师结合丰富的
教学与阅卷经验，为考生们进行点评解析。

今年，河南省采用全国Ⅰ卷，语文试卷作文题目为“据近期一项来华留学
生的调查，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
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
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
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昨日下午，2017年高考数学科目考试顺利结束。今年，数学考试
试卷在试题难度上与去年持平，难度适中，注重基础的考查，知识覆盖
全面，“压轴题”区分度较高。

考生轻松家长紧张

考生一脸轻松 记者 丁友明 摄

家长紧张等待

记者 周甬 摄

本报邀请一线名师点评高考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