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 在河北衡水二中考点， 结束首场科目考试的考生走出考场。

全国卷 1（适用河北、河南、山西、江西、

湖北、湖南、广东、安徽、福建）

中国关键词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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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卷 2（适用甘肃、青海、内蒙古、黑

龙江、吉林、辽宁、宁夏、新疆、西藏、陕西、

重庆、海南）

古诗词

6

个古诗句选

2

个或者

3

个

，

自行立

意

，

确定文体

，

自拟题目

。

1

、

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周易

》

2

、

露从今夜白

，

月是故乡明

（

杜甫

）

3

、

何须浅碧深红色

，

自是花中第一流

（

李清照

）

4

、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

，

受光于天下照

四方

（

魏源

）

5

、

必须敢于正视

，

这才可望

，

敢想

，

敢

说

，

敢做

，

敢当

（

鲁迅

）

6

、

数风流人物

，

还看今朝

（

毛泽东

）

全国卷 3 （适用四川、 广西、贵

州、云南）

我看高考我的高考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

40

周年

。

40

年

来

，

高考为国选材

，

推动了教育改革与社

会进步

，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40

年来

，

高考激扬梦想

，

凝聚着几代青年的集体记

忆与个人情感

，

包含着无数家庭的泪珠汗

水与笑语欢声

。

想当年

，

1977

年的高考标

志着一个时代的拐点

；

看今天

，

你正与全

国千万考生一起

，

奋战在

2017

年的高考

考场上

……

请以

“

我看高考

”

或

“

我的高考

”

为副

标题

，

写一篇文章

，

要求选好角度

，

确定立

意

；

明确文体

，

自拟标题

；

不要套作

，

不得

抄袭

；

不少于

800

字

。

山东

书店中灯火的温情

一个

24

小时书店

，

供人夜读

，

即使不

读书

，

在那睡觉也可以

，

平等对待流浪者

、

大学生等所有阅读者

。

工作人员说

，

哪怕有

人只读一页只读一行

，

也是我们工作的意

义所在

。

谈一下感受

，

自己命题

，

体裁不限

。

江苏

车来车往

车有各种类型

，

车来车往

，

车传递

着真情

，

承载着时代的变迁

，

折射人

世的变化

，

道出人生的哲理

。

请以此

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作文

，

题目自

拟

，

文体不限

，

诗歌除外

。

浙江

人生的三本大书

有位作家说

，

人要读三本大书

，

一本是

“

有字之书

”，

一本是

“

无字之书

”，

一本是

“

心灵之书

”，

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

？

请对作

家的观点加以评说

。

自拟题目

，

写一篇

800

字的作文

。

上海

预测

预测是指预先推测

。

生活充满变数

，

有的

人乐于接受对生活的预测

，

有的人则不以为

然

。

请写一篇文章

。

谈谈你的思考

。

要求

：

1

、

自拟题目

；

2

、

不少于

800

字

。

天津

重读长辈这部书

我们在长辈的环绕下成长

，

自以为了解

他们

，

其实每一位长辈都是一部厚书

，

一旦重

新打开

，

就会读到人生的事理

，

读到传统的积

淀

，

读到时代的印记

，

还可以读出我们自己

，

读出我们成长时他们的成长与成熟

，

读出我

们和他们之间认知上的共识或分歧

……

十八

岁的我们已经长大

，

今天的重读

，

是成年个体

之间平等的心灵对话

、

灵魂触摸

，

是通往理性

认知的幽径

。

请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深入思

考

，

围绕

“

重读长辈这部书

”

写一篇作文

。

要求

：

1

、

自选角度

，

自拟标题

；

2

、

文体不

限

（

诗歌除外

），

文体特征鲜明

；

3

、

不少于

800

字

；

4

、

不得抄袭

，

不得套作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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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40年材料作文占近七成

2017年全国各地高考作文题已出， 近年选题更贴近生活， 专家称符合高考语文的整体趋势

昨天， 全国 940 万考生走进考场， 参加 2017 年高考。

语文是高考的第一场考试，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总能引发

全民讨论， 勾起“过来人” 的无数回忆。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 数十套的作文题， 不仅仅考

核了学生， 更反映出了时代的特点。 有人总结， 上世纪八十

年代， 高考作文题开始关注社会层面的发展； 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 高考作文题开始鼓励学生创新、 尝试； 进入二十一世

纪， 作文命题更加开放、 自由， 一方面结合社会热点、 紧贴

精神文明建设， 一方面更关注哲思、 人性等内在的方面。

今年， 除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山东外， 其

余省份均选择统一命题试卷。 安徽、 湖北、 四川等省份从去

年起开始实行统一命题试卷。

截至记者发稿时， 全国卷ⅠⅡⅢ高考作文题目均已出，

其中卷Ⅲ契合恢复高考 40 周年， 要求以“我看高考” 或

“我的高考” 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 卷Ⅰ是材料作文， 根据

一项对在华留学生调查， 他们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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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 空气污

染、 食品安全、 高铁、 移动支付等， 要求从中选择两三个关

键词， 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

此外， 记者统计恢复高考以来的 51 套作文题发现， 材

料作文占比近七成。 对此， 专家表示， 材料作文发挥空间更

大， 开放性更强， “符合高考语文的整体趋势”。

高考 40 年

近七成作文是材料题

数

说

记者统计

1977

年恢复高

考以来的数十套作文题发现

，

给出材料写作文的题目共计

34

个

，

占 比

66%

，

达 近 七

成

。

此外

，

记者注意到

，

自

1980

年以来

，

以每十年为一

个时间段统计

，

可以看出

，

上世纪

80

年代高考作文题目

就偏爱材料作文

，

10

个题目

中有

7

个是材料作文

，

1983

年

，

还首次出现了看图作文

《

毅力与恒心

》。

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材

料命题作文这一类型

，

在明确

给出写作题目的同时还附有

提示性材料

，

1996

年的

《

我更

喜欢漫 画

〈〉》、

1998

年的

《

坚

韧

-

我追求的品格

／

战胜脆

弱

》、

1999

年的

《

假如记忆可

以移植

》

都属于这一类型

。

2000

年至

2009

年高考作

文题目中

，

话题作文居多

，

包括

2003

年

《

感情亲疏和对

事物的认知

》、

2004

年

《

快乐

幸 福 与 我 们 的 思 维 方 式

》

（

全国卷

Ⅱ

）

以及

2005

年的

《

出乎意料和情理之中

》

等

，

连续几年

，

全国卷作文题目

一直都是话题作文

。

2006

年 出 了 材 料 作 文

《

模仿

》 （

全国卷

Ⅰ

）

和

《

读

书

》 （

全国卷

Ⅱ

），

不过这两

个作文题目又不同于上世纪

的材料作文

。

那时的作文要

求全面把握材料

，

写作时不

能抛开材料

，

行文中必须引

用材料

。

2006

年的作文题则

没有这些限制

，

也因此被称

为新材料作文

。

记者注意到

，

2010

年至

今

，

只有

2010

年的全国卷

Ⅱ

是以

《

路径

》

为题的命题作

文

，

2011

年以来

，

连续

7

年

共计

10

套试题的作文题均为

新材料作文

。

全国卷

Ⅰ

考的

也是材料作文

。

今年全国卷 I 题目新颖 关注弘扬中国文化

解

读

全国卷

I

今年的题目非常新颖

，

是

非常典型的任务驱动型作文

。

作文任务

为

“

帮助外国青年了解中国

”。

从命题

趋势上来看

，

非常具有时代精神

。

现在

中国最为关注的就是传承弘扬传统文

化

，

并积极投身新时代下的社会

。

题目

中所给的关键词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

传

统文化

、

时事热点

。

全国卷

II

近几年都围绕着一个关

键词来命题

，

让考生选择

。

而今年是从

六句古诗中选择二到三句行文

。

与以往

相比

，

今年的题目难度更大

。

六句诗歌

相当于六个小材料

。

非常符合近几年语

文考查的最大特点

：

综合性

。

考查阅读

能力

，

考查古诗文理解能力

，

考查语言

表达能力

。

6

选

2

或

3

更是告诉我们

，

得发现句子之间的联系

，

将其巧妙融合

才能完成这一写作任务

。

高考为何对材料作文如此偏爱

？

针对材料作文占近七成这一现象

，

学

而思网校高中语文主讲教师向欧表示

，

“

这比较符合高考语文的整体趋势

。”

他解

释称

，

相较其他作文

，

材料作文显然发挥

空间更大

，

开放性更强

。

考生在更加宽广

的写作空间中发挥行文

，

更易体现出其个

人想法与素质

。

此外

，

语文的综合性非常强

，

需要考

生合理安排

、

运用自己掌握的各项能力

。

写作与阅读本就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相互

活动

，

两种能力互相牵制

、

影响

。

材料作

文恰恰是对这两种能力的综合考查

。

考生

先行阅读

，

整体把握所给材料

，

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的角度行文

。

记者还注意到

，

1999

年以来

，

高考

作文已连续多年

“

不限文体

”，

不过大多

数考生依旧会选择议论文下笔

。

对此

，

向

欧认为

，

其实记叙文写作更符合学习规律

以及学生水平

。

从内容主旨上看

，

高考作文所涉及到

的话题越来越贴近生活

。

向欧说

， “

作文

或多或少能折射出文字背后的作者

”，

我

们希望通过高考选拔那些关注社会

、

关注

自身并且有深入思考的学生

。

如去年全国

I

卷

，

考查的是学生对于

“

唯分数论

”

的

思考

。

应该没谁比亲身经历了这些的学生

们更有话语权

。

总之

，

高考作文一直稳中求变

，

这些

变化顺应着时代的变化

，

也更加符合选拔

人才的标准

。

2017 年全国部分高考作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