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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突出党史内容、强调全面发
展、继承传统文化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今年的高

考作文题紧扣时代主题，将党史学习教育、优

秀传统文化、全面发展目标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有机融入，传递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价

值理念。

高考作文命题往往是时代声音的回响。今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站在特殊的时间节点思考青年人的责任与担

当，成为突出主题。

如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有为”，将青年的成

长与未来发展置于当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北

京作文“论生逢其时”引导考生响应时代召唤、

肩负时代使命；天津作文“纪念日”以富有意义

的时间点为切口，让考生体味岁月的厚重、初心

的可贵，激扬奋斗精神。

全面发展是另一个重点。新高考Ⅰ卷作文

立足“体育之效”，启发考生思考体育“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重要价值；北京卷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也体现出全面育人的教

育导向。

此外，今年的高考作文还体现了以文化人的

教育目标。

如全国乙卷作文“‘弓矢的’的智慧启示”，

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引导考生将“学习”作为

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新高

考Ⅱ卷作文“写人与做人”，以漫画形式和双关

内容引导考生“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考查重点：时代关切、思辨能力、知
识积累、灵活运用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认为，语文命题紧扣时

代主题，引导考生懂得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

因，坚定理想信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彬福认为，今年高考恰

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如何

认识国家走过的道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树立坚定的信念，承载担当与责任，是考生需认

真思考和深刻认识的问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可为与

有为”与“论生逢其时”的题目，明确提出青年在

关键历史节点的责任担当，将重大命题、个人发

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相关联，引导青年人在宏大

历史背景下思考人生规划。

多位专家提出，高考作文对学生的思辨能

力要求越来越高，更为强调基本的逻辑与说

理、论述能力，要求考生看待事物有联系发展

的眼光。

今年的新高考I卷作文“体育之效，强弱之

变”，注重考查考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浙江作文“得

与失：终点·起点·过程”，以多维视角引导考生在

多重、多种关系中确立观点，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今年

全国乙卷，新高考I卷、Ⅱ卷以及浙江、天津、上

海卷，都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辨和表达空间，体现

出对人生价值、事物发展的哲学思考。

此外，今年的命题也体现出对知识积累、灵

活运用能力的高度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认为，高考作文题目

强调了对知识的灵活运用，“特别突出语境的作

用，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学生自主学习、自觉

思考，在复杂情况下得到新的结论，这是我们希

望实现的教育目标。”

透露哪些未来教育趋势？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作文命题的变化

与考查重点，可以看出语文教育的重要趋势——

直面现实关切。

高考也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张彬福认为，近

年来高考作文题更加直面现实关切，引导教师、

学生关注火热的时代和国家的最新发展。包括

“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共和国，我为

你拍照”“新时代新青年”等，都体现出了一以贯

之的教育追求目标。把握时代脉动、关注社会

时事的考生，才有可能获得优异成绩。

反对套路文章。

从形式来看，高考作文题经历了命题作文、

话题作文、材料作文、任务驱动型作文等变化。

专家认为，这体现出命题空间的不断扩展，同时

也是对“套路文”“宿构文”的限制。

专家表示，滥用排比“三板斧”、雷同事件、

空言泛语，此类模板式作文往往并不可取。北

京教科院语文特级教师连中国认为，情感丰沛、

思考独特的高分作文，源于作者丰富的内心空

间、真实的生命体验。

注重文化浸润。

不少人注意到，以古观今、传统文化的主题

在高考作文命题中频繁出现，如今年全国乙卷

“‘弓矢的’的智慧启示”等，试题取材古代文化

典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为，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发挥了

重要作用。语文试题取材古代文化典籍，旨在

让考生体味、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经典

的独特魅力。

全面提升素养。

专家认为，近年来考题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综

合能力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为，如今年新高

考Ⅱ卷作文“写人与做人”，引导考生在读图基

础上体悟含义，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内涵，

实现对考生阅读理解、信息整理、应用写作、辩

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的综合考查。

熊丙奇认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高考命题改

革，要求重点考查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

力、必备知识。

专家普遍认为，高考作文透露对考生写作能

力的考查重点，更长远地来看，语文能力的提升有

赖于人文素养的积累，孕育于对阅读与思考的热

爱，需要长期的浸润。

■ 记者舒静、胡浩、宋佳、赵琬微

全国新高考Ⅱ卷：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

和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

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

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

北京卷：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

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1)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

时代，每个人在特定时代中的人

生道路各不相同。在同一个时

代，有人慨叹生不逢时，有人只

愿安分随时，有人深感生逢其

时、时不我待……请以“论生逢

其时”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2)瓜熟蒂落、羽翼丰满，这

是草木鸟兽成熟的模样；但对我

们而言，真正的成熟却不仅仅指

身体的长成……请以“这，才是

成熟的模样”为题目，写一篇记

叙文。

主题设置与考查重点有哪些？透露哪些教育新趋势？

教育专家解读2021年高考作文
2021年普通高考语文作文试题：

全国甲卷：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

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

脉和灵魂。我们过的节日如“五四”“七一”“八一”“十一”，我们唱

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读的

作品如《为人民服务》《沁园春·雪》《荷花淀》《红岩》，我们景仰的革

命烈士如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杨靖宇，我们学习的榜样如雷

锋、焦裕禄、钱学森、黄大年，等等，都给予我们精神的滋养和激

励。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脚下有力量。我们的未来将融汇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请

结合材料，以“可为与有为”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全国乙卷：
古人常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涉及基础、方法、路径、目标

及其关系等。如汉代扬雄就曾以射箭为喻，他说：“修身以为弓，矫

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大意是，只要不断加

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确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

现理想。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启示，请结合你对自

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全国新高考Ⅰ卷：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

论及“体育之效”时指出：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目不明可以明，耳

不聪可以聪。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者，最终也许会

转为至弱；而弱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也会变而为

强。因此，“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

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

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天津卷：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那么纪念日就是道路两侧最醒目的

路标，它告诉我们怎样从昨天走到了今天。时间永不停步，纪念日

不会消失。记住它，可以让日历上简单的数字成为岁月厚重的注

脚，而它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带着初心奔向前方。你对这段话有怎样

的理解和感悟？请结合自身体验，写一篇文章。

上海卷：
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

认为不尽如此。你怎么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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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卷：
有人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起点，有人把得与

失看成过程。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考？写一篇文章，谈谈自

己的看法。

7日，1078万名学生迎来高考。如往常一样，高考语文作文题备受瞩目。

2021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9道，其中4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为全国甲

卷、全国乙卷、新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浙江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特点？透露出怎样的教育“风向标”？记者采访多位权威教育

专家进行解读。 ■ 据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