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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高考全国年高考全国ⅠⅠ卷作文解析卷作文解析

作为历年高考中始终最先开考，始
终用时最久的科目，语文被赋予了继承
传统、面向未来的重大使命。而作为高
考语文试卷中分值最高、分量最重的部
分，高考作文自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在昨日上午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后，
网络上关于河南高考作文的话题再次
活跃起来。从各种各样的“吐槽”中不
难看出，作文主题“出乎意料”一词最恰
如其分地表达了考生面对今年河南高
考作文时的心情。好在发言稿的体裁
延续了去年高考作文命题传统，算是给
了考生意料之中的一次意料之外。

今年我省高考仍然使用的是全国
Ⅰ卷。作文是在网络中被总结为“对齐
桓公、管仲、鲍叔哪个感触最深”的材料
作文。材料内容为春秋时期齐桓公小
白即位为君后听取鲍叔建议重用曾狙
杀自己未果的管仲，最终成就一番霸业
的历史故事。材料中还包括了孔子对
管仲能力的称赞，以及司马迁对鲍叔

“能知人”的肯定。作文要求：“班级计
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
论。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
个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
写一篇发言稿。”

面对这一历史材料作文，众多考生
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留言中惊呼“意
外”。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把大量精力
用于备考主题与新冠肺炎疫情或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有关的高考作文，对历史
类材料作文毫无准备。也有一些网友
表示没有完全理解材料深意，处于一种

“懵”的状态。还有一些网友留言称自
己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应
对这类历史材料作文。

据市一高语文教师丁明利介绍，自
2015年以来，全国Ⅰ卷的作文一直采用
任务驱动的形式，即在写作上给考生一
定的要求范围，考生在完成作文的同
时，要完成一定的写作任务，这样就不
会因材料涉及过于宽泛而让考生天马
行空般写作文。2015年针对老陈和小
陈以及社会层面来作文；2017年的从12
个关键词中挑选两三个关键词来作文；
2018年的以时光瓶的形式留给 2035年
的 18岁的青年阅读的作文；2019年以
演讲稿的形式倡议大家热爱劳动的作
文，都是任务驱动型作文，今年也不例
外，所以命题具有较强的限制性，能有
效地规避模仿和宿构。

在对各大门户网站相关留言的梳
理后，记者发现一个现象，只有极个别
网友在留言中把重点放在的“发言稿”
上，认为考生要格外注意发言稿作文的
格式问题。然而，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
组长张定勇在点评作文时则表示，考生
的作文文体特征要鲜明。发言稿由标
题、称谓、问候语、主体、致谢语构成，作
文要符合发言稿形式规范；多采用呼
告、反问、祈使句式，增强发言的说理
性。发言时心中有听众，行文讲层次，
说理有情感。

万家资讯发起的网络投票中，截至
昨日 16时，59.1%的网友认为河南高考
作文“难”，20.9%的网友投票“与往年差
不多”，有 20%的网友认为今年的河南
高考作文“不难”。不少网友表示，要写
好这篇作文，不仅要分析人物的功绩、
形象，还要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
了解以提出他们的思想观点，而且还要
比较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才能找到感触点，因此对于考生来说难
度不小。

在高考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后，昨日
下午，记者邀请我市优秀高中语文教师
对我省高考作文进行点评，希望能给现
在和以后的考生一些帮助。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不用乱花迷人眼 稳中求变不求新
点评老师：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丁明利

今年的全国Ⅰ卷作文“稳”字当头，稳中有变。这将为
2021年的高考备考提供一个很有力的参考依据。

2020年的高考作文意料之中依然是任务驱动型的新材
料作文，这是沿袭了自2015年以来的命题思路，也是高考作
文保持稳定的一个体现，不让学生在适应新的作文形式上
花时间。

材料是一段史料，涉及到三个人物：齐桓公、鲍叔、管
仲。这和前两年以社会热点为材料有所不同，体现出稳中
有变的一面，材料转向了我们的传统史料。这三个人物考
生并不陌生，但重点在于分析材料，这是审题最关键的一
步。齐桓公志向高远、心胸宽阔，唯才是用，所以能成就霸
业。在这里出题人突出了其仁德宽容之胸怀，这不正是我
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和谐”以及社会层面
的“平等”吗？鲍叔不计私利、审时度势、谦虚礼让、知人善
荐、甘居人后，对齐桓公任用管仲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种情
怀正暗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诚信”和

“友善”。而管仲才能出众、恪尽职守、功勋卓著，有力辅佐
齐桓公成就霸业不也迎合了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诚
信”吗？选材上体现出了出题人的良苦用心，符合我国高考
选材“立德树人”的基本点，同时紧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统文化”等层面的社会热点。同时材料之间又有紧密
联系，体现了高考作文的思辨性和现实性的要求，不可谓不
高明。这提醒考生在立意时一定要看到社会热点背后的立

意高点。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荣维东认为，任何写作都面临着

以什么角色，对谁，为什么，写什么，用什么方式写等交际语
境的问题。今年的交际语境是“你参加的班级读书会”，写
一篇发言稿。所以对象是本班级学生，这是考生应该注意
到的语境。任务要求是：齐桓公，鲍叔，管仲三人，你对哪个
感触最深。选择哪一个人物来写都是可以的，但应具体说
出为什么对某一人物感触最深。鲍叔的知人，齐桓公的善
任，管仲的担当，他们的品行、格局、人格境界、为国为民的
情怀，不但让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独特
人格魅力和思想价值，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尊重和学
习，能够让我们从历史人物中获得启发。以上语境以及任
务，是考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的问题和必须完成
的任务，缺任何一个都会因此而丢分。

而本篇作文要求以演讲稿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是近
几年反复出现的一种文体样式，即以书信的形式或以演讲
稿的形式作文，这体现了出题人对应用文的重视，同时也是
一种正面的引导，即重实用，轻形式。考生在写作过程中就
得注意演讲稿的格式了，包括称呼，以及篇末的结束语都要
注意到，否则就会在文体格式上丢分。

今年这个考题，所创设情境贴近考生实际，作文材料考
生熟悉，有话可说；要求明确，不易偏题。我相信考生们可
以写出符合要求的思想与表达俱佳的高考优秀作文来。

坚持守正出新 开掘传统文化
点评老师：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宏亮

总体而言，今年的作文题目具有守旧出新、开掘传统、
立意高远三个特点。

一、坚持守正出新
本次作文试题体现了坚持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原则，

守正出新，使学生学有所得，顺利发挥。
守正是新材料作文的基本特征继续保持。新材料作文

为考生提供了明确的思考方向和广阔的思维空间，2015年
以来，这种作文形式基本上一统江山。近几年来，又为材料
设定了更具体的场景和任务驱动，形成了当前“任务驱动下
的新材料作文”形式。“齐桓公称霸”的故事是本次作文的材
料；“班级读书会”就是设定的具体场景；“围绕材料”，针对

“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哪个感触最深”写“发言稿”等就
是驱动任务。这种形式和要求基本上直接继承了 2018年、
2019年的命题特点，也似乎印证了人们“三年一贯制”命题
风格认识。

出新是作文素材深刻切合考生的学习内容。2015年、
2016年、2019年的作文素材贴近学生生活，2017年、2018年
的作文彰显时代风貌。而今年的作文素材直接融入了学习
内容，“齐桓公称霸”的故事，出现在部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
六课《动荡的春秋时期》，在“相关史事”中记录了齐桓公成
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的故事。命题者有意把课本知识转化为
考试材料，既解决了长期以来“教”和“考”严重脱节的问题，
又因为素材熟悉，更易于考生激活记忆，激发思考，写出优

秀的文章。教考衔接，以考促教，以考促学，体现了教育部
《普通高中教育方案》（2017版）基本原则。

二、开掘传统文化
今年的高考作文试题，在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进行了极好的尝试。命题者把命题视角投放到中华优秀历
史故事中，陈述“齐桓公称霸”这一历史事实，分析齐桓公、
管仲、鲍叔牙在历史进程中的关系和作用，进而让学生关注
历史、品评人物、关照历史、思考人生，进而从历史中汲取经
验和智慧，感悟自我和他人、自我和国家的关系，获得文化
自信，坚定人生目标。

三、立意深沉高远
今年高考作文旨在着力引导广大考生要具有优秀品

质，培养奋斗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紧跟时代
步伐，创造非凡业绩。立意深沉高远，完美体现了立德树人
的教育要求。

作文素材中三个人物：齐桓公、管仲、鲍叔牙都有着优
秀的个人品质，极强的人格魅力，突出的历史功绩，崇高的
历史地位。如齐桓公志向远大、心胸宽广、唯才是用，所以
才能成就霸业；鲍叔牙不计私利、审时度势、胸怀坦荡、谦虚
礼让，成为一代名臣；管仲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堪称一代良
相。他们的道德品行、人格境界、责任担当、家国情怀都能启
发学生、激励学生，进而以史为鉴，读史鉴今，获得启发，养成
良好品质，拥有卓越才华，建立不朽人生。

7月7日，在归德路旁，高考考生走出考场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