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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自主命题开
始，浙江卷的作文试题已然
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思辨性与人文性兼备是其作
文材料的显性特征，而时代
使命与价值引导是其对考生
作答的隐性要求。2021年浙
江卷延续了这一风格，体现
了过渡时期高考作文命题的
稳定性。

今年的作文题在审题方
面几乎没有设置门槛。一般
的高中生都能从这则材料中
提炼出“得失”这一关键词，
也能迅速把握材料里提供的
三种观点倾向。这符合近年
来民众对“降低作文审题难
度”的呼吁。

但是，不同思维水准的
学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作文材料。思维水准较高的
人能整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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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句话，并综合分
析不同的人对待得失方式差
异背后的原因。思维水平较
低的同学则有可能割裂对待
这三句话，甚至只抓其一，而
不计其二。一道高考作文试
题往往会为不同层次的学生
设置不同的思维通道。就这
篇作文而言，如下几种立意
都是没有问题的：（1）不应将

“得失”看成终点，而要将其
视作“起点”（过程）；（2）将

“得失”看成终点者往往有其
不得已的外部原因，不宜厚
非；（3）由将“得失”看成终
点，向将“得失”看成起点（过
程）的转变过程，就是社会进
步的过程；（4）对待“得失”的
不同态度与经济条件关系不
大，而与价值选择关系密切；
（5）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征途
中，无视“得失”的佛系态度
并不值得提倡……但是，在
阅卷教师心目中，这些立意
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们都清楚，看待“得
失”的不同态度就是人的价
值观的具体体现。当代社会
功利之心膨胀，大多数人将

“得失”本身视作终点。今年
的浙江高考作文题希望能借
此来考查学生在价值观方面
的高下，也借此引导社会形
成更加健康的“得失”观。在
这样的前提下，考生肯定不
宜过度标榜“把得失看成终
点”这一主张，而应结合实例
来讨论如何将“把得与失看
成起点（过程)”的做法。

高考不止是在考你“为
文”，也在考你“为人”。高考
卷不止是出给那些考场内的
人做答，也希望每一个社会人
都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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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余姚中学 程载国
（宁波市名师 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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