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查重点：强调逻辑思维，提高思辨能力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2023 年语文试题加大了对思维品
质的考查力度，引导考生提升逻辑、形
象和科学思维能力。

比如，全国甲卷作文材料文字精
到、发人深思，需要考生从话题出发，
结合个人体验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
分析、归纳、反思相关现象，凝练成自
己的观点，再寻找并使用恰当的证据
支撑观点。

“试题材料非常简洁，要求考生调
动联想、迁移、推理等能力，发现问题、
找准问题、形成观点、展开论证。这其
中需要的探究精神和独立批判意识，
是高中生的必备品格。”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申继亮说。

上海市嘉定一中语文高级教师倪
超说，今年上海作文题延续多年来的命
题风格，语言平实，具备足够的开放度，
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如何在貌似友
好的审题中形成具有批判性、独创性的
立意角度，对考生具有一定挑战性。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看
来，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考生
能否更加全面地发现和思考问题，也
提供给考生展示思维深刻性、灵活性、
批判性的舞台。

北京卷以“续航”和“亮相”两个二
字词作为题目，新课标Ⅰ卷围绕“故
事”作文，天津卷以一副对联作为材
料。专家认为，这些题目材料限制少，
思考空间大，十分适合展现考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水平。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解题”的过程正是思维展开的过
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学生对作文材
料的立意阐释，在文章写作中应转化
为对鲜活事例的展现、对丰富事实的
分析。事实材料在心中涌现、筛选并
经语言文字外化的过程，也是内在思
维的碰撞过程、情感的激荡过程。

“这些题目的主题，都是学生曾经
思考过或应该思考的，需要考生唤起
自己的生活经验，从感性认识升华到
理性表达。”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桂华
提示，少一些空泛议论，多一些典型事
例，多一些真情实感，立论才有依托，
文章才能真正打动人。

多位专家认为，纵观近年来高考
作文的命题趋势，可以发现作文题更
加立足学生生活，注重语文实践。由
此也折射出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些重要
趋势。

——贴近学生生活、突出人文教
育。

郑桂华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题
干简洁、要求清晰、张弛有度，体现出
语文教育的人文关怀。

从2020 年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
自己画好像”，到2021年全国甲卷作文

“可为与有为”，再到今年新课标Ⅱ卷
“青少年自己的空间”……在专家看
来，近年来，语文作文题与青少年生活
和心理更为贴合，有助于学生更好表
达所思所想。

“作文试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便于考生展开思考与联想，写出具有
真情实感的文章。”四川省成都市石室
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李奇说。

——深入阅读、延伸思考、个性写
作。

今年新课标Ⅱ卷作文是读写结合
类型的作文题，即根据试卷内其他模
块材料，衍生出相关作文话题，写作与
卷内其他模块材料有一定的关联性和
对话性。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指
出，读写结合类试题是首次在高考全
国卷中正式使用，所以只和其他模块
材料进行弱关联，避免阅读障碍造成
审题立意困难。透过这一题型，可以
看出语文教育越来越注重阅读、写作、
思考相结合，这也为接下来的语文教
学指明了新的方向。

——灵活运用知识、培育核心素
养。

在专家看来，作为一门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近年来，语文作文试题不在
审题立意上设置门槛，更加注重展现
考生的综合素养，鼓励个性化表达。

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近年
来的高考语文作文告诉学生们，要想
取得好成绩，必须勤读书、多读书、读
好书。

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张
云佳表示：“结合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我们在未来授课中，既要培养学生灵
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也应注重开拓学
生的视野，将培育核心素养融入教育
教学的同时，更好鼓励学生勇于发现
问题，勇于探索表达自我。”

据新华社

折射趋势：引导深入思考，提倡真实表达

主题突出：注重培根铸魂，厚植家国情怀

注重立德树人、传承传统文化、紧
扣时代脉搏，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
题方向。

对此，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力争以
文育人、以文化人，鼓励学生在学习运
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厚植情怀、
锤炼品德、砥砺心志。

其中，全国乙卷点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时代命题；
北京卷以“科技为经济发展续航”为例
引导考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新课标
Ⅰ卷的“故事的力量”，可以从新时代
中国故事“主讲人”角色出发，探讨如
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形象。

专家认为，2023 年高考作文题注

重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
爱国情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彰显家国情怀是近年来高考作
文命题的一大特点，今年的全国乙卷、
新课标Ⅰ卷、北京卷、天津卷都体现得
比较充分。”浙江省衢州市第二中学高
级教师胡欣红说。

全国甲卷提出“时间”“技术”两个
关键词，简洁的导引文字引导考生思
考人的主体性；新课标Ⅱ卷引导考生
思考“自己的空间”之意义内涵，鼓励
青少年勇敢面对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
问题；上海卷则针对“好奇心”提出问
题，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看起来是在讨论‘好奇心’，实际
是引导学生积极面向陌生世界，探索

其中奥秘。这种探索既是科学精神的
体现，又富于人文意蕴。”复旦大学附
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王希明说。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是今年高考
作文命题的一大主题。

新课标Ⅰ卷“故事的力量”，考生
可以联想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苏武牧
羊、木兰从军等故事带给自己的启
发。天津卷选用一副对联，引导考生
立足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程，针对如
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修身处
世的滋养、从革命先贤身上汲取成长
的智慧与力量等方面进行个性化写
作。

专家表示，试题命制旨在引导广
大青少年勇于创新、勇于思考、勇于实
践，在新时代扬帆起航，笃志前行。

2023年高考作文题
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7日，2023年高考拉开大幕。和往年一样，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依然受到广泛关注。

2023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中，4道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分别为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

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天津、上海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及1篇微写作。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亮点？注重考查学生的哪方面能力？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北京发现丁香叶忍冬
最大实生群落

新华社北京6月 7日电（记者 赵
旭）记者 7 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
悉，北京在开展全市野生植物保护联合
检查过程中，发现了我国目前最大的丁
香叶忍冬实生群落，现场初步统计超
100株，最高的植株超过1米。

据了解，丁香叶忍冬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是忍冬科忍冬属落叶
灌木，花期为5月至6月，果期在7月，果
实红色、圆形，长势良好的植株高度可达
2 米，在我国主要见于北京、河北两地，
此次实生群落发现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
水镇一处山脊的崖壁上。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介绍，丁
香叶忍冬的野外繁殖能力差，已处极危
等级，野外有几十株已属偶然，百余株的
规模在全国属于首次发现。2022年，该
物种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入《“十四
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
设方案》。据 2014 年出版的《北京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记载，丁香叶忍冬“北京
见于延庆松山，仅有3株”。

融合有机物无机物
浙江大学研究团队
创造出新物质

新华社杭州6月 8日电（记者 朱
涵）硬度和弹性在自然界中是一对“矛
盾体”，一种物质往往难以同时具有两种
特性。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实现突破，他
们从分子尺度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离子
化合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同时具
备较好硬度和弹性的全新物质，命名为

“弹性陶瓷塑料”。这项成果6月8日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在线发表。

记者在现场看到，“弹性陶瓷塑料”
是像纽扣一样的黄色小圆块。

“‘弹性陶瓷塑料’表面上看平平无
奇，实则在分子层面实现了巨大突破。”
研究团队负责人之一、浙江大学化学系
唐睿康教授说，研究团队首先得到了具
有有机片段和无机离子片段的杂化分
子，再将这些分子组成“有机—无机”网
络结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
互穿插的全新分子结构，最终构成了“弹
性陶瓷塑料”。

研究团队将“弹性陶瓷塑料”的性能
与陶瓷、橡胶、塑料、金属作对比，发现它
在硬度、回弹、强度、形变和可加工性等
几个指标上，都有“高分表现”：既有大理
石的硬度，又有橡胶的弹性，还有塑料的
可塑性，而且加热后不会软化。

“以‘弹性陶瓷塑料’为代表的新分
子、新结构、新材料，将有望应用于基础
化学、材料科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也有望
在日化品、医学材料以及高精尖领域中
得到应用。”研究团队另一负责人、浙江
大学化学系刘昭明研究员说。

新闻博览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6月9日 星期五 编辑：张媛媛 校对：卢岩 版式：夏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