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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不同类型高考卷中的作文题无疑
是最受关注的。

以今年高考为例，全国卷共有4种类型，分
别是供采用传统高考省份使用的全国甲卷和乙
卷，及供已实施新高考改革的省份使用的新课标
Ⅰ卷和新课标Ⅱ卷。此外，还有北京、上海和天
津的自主命题高考卷。

通过火热出炉的今年高考作文题，记者带大
家先来品品新课标Ⅰ卷的初体验滋味。

“今年的作文题乍一看很平易近人，再仔细
一想，要写出彩可不容易。”昨天中午11点40
分，一名男生走出杭州第二中学考点，几句话就
逗乐了现场记者和家长们。

他告诉记者，今年的作文主题是“故事”，题
目只有短短两行：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
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
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
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在这位男生看来，
想要在众多考生作文中脱颖而出，需要写出思辨
性，很考验考生的“内功”。

也有考生有备而来。“之前就听说全国卷的
作文题很活，不过今天的考题在我的准备范围之
内。”杭州第十四中学考点第一个走出考场的同
学说，他在作文里写了抗疫和路遥的小说，自我
感觉不错。

高中特级老师、曾经的浙江语文高考卷阅卷老
师和作家们，也第一时间跟记者聊起他们的感受。

曾多年参与浙江语文高考试卷阅卷工作的
浙大中文系教授吴秀明发现，今年的作文题和往
年的浙江卷作文题脉络相通，这对于从浙江卷过
渡到新课标Ⅰ卷的浙江考生来说是个好事。

“从审题角度看，题目比较大众化，容易和考生
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所以考生们不会觉得特别难下
笔。”吴秀明说，但要想拿高分，落脚点不是讲一个好
故事，而是需要考生挖掘出“好的故事”力量何在，这
考察的是他们的思考能力和哲学探索能力。

浙江作家周华诚也很关注今年的作文题。
“每个考生都在各种故事中长大，小到个体，大到
省份、国家，可写的内容太多了。”周华诚说，从作
文题也能看出，语文高考卷越来越关注考生的核
心价值和综合素养。

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特级教师张洪峰则发出感慨：新课标Ⅰ卷推出4
年，每年作文题的风格变化都挺大，有的考验学
生思辨性，有的更看重生活积累。“高考作文题要
让各个学校都很难押中，又能让考生能尽可能有
发挥空间，很考验命题组的水平。”张洪峰说。

今年浙江高考的作文题是：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

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
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
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
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虽然今年是浙江首次回归全国高考
卷，但浙江考生拿到这个作文题，应该没
有陌生的感觉，而是似曾相识，好像在哪
见过，倍感温暖而亲切。

那些形象生动、温暖感人的画面，那
些触动心灵、启迪智慧的故事，不是每时
每刻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吗？

那些改变个人命运、昭示民族崛起的
故事，不是一直镌刻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激励我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吗？

谁的记忆中还没有几个故事？谁的
心灵中没留下几段刻骨铭心的感受？

所以，这篇作文，注定会让所有的考
生有话可说，有故事要写。

如果以此来断定，这篇作文不难，小
学生也可以写得好，没有考出高中生应有
的思想水平和语文素养（我相信，一定会
有人这么说），那你就错了。

仔细看，这篇讲故事的作文，果然“有
故事”，作文梯度若隐若现，依稀可见，对
考生具有多重考验。

第一重考验，阅历不等于心历。同样
经历过一件事情，有的学生刻骨铭心，终
生难忘；有的学生过眼云烟，事过境迁。
你让他去呈现经历过的事情，人家从来就
没往心里去过，考场上回忆起来，就像竹
篮打水，空空如也。

第二重考验，有故事不等于写得出。
有的学生，也包括有些老师，向来对高中
学生记叙文训练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小儿
科，一味注重议论文的训练。我从来没说
过议论文不重要，但是作为高中学生，应
该熟练掌握记叙、议论、说明等多种文体
的写作技能，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重考验，作文材料中有一串省略
号，起什么作用？有没有意识到那是给考
生思考的空间？是发挥你创造力的英雄
用武之地？好的故事，除了可以改变个人

命运和民族形象之外，还有什么作用？比
如传递温暖、唤醒灵魂、抨击黑暗、讴歌光
明……你还能想到什么？

第四重考验，突出主题。主题是什
么？“故事是有力量的”。你所有的表达，
叙述也好，议论也好，落脚点都应该在这
个地方。故事是有力量的，因此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我们有责任用行动写好我们奋
斗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第五重考验，写作要求中说“明确文
体”，并没有说“限制文体”。我的理解就
是说你有选择空间，你完全可以发挥自己
的长处，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一旦选
定，就要符合文体要求，不能写得不伦不
类。比如你选择了议论文，那就应该满足
议论文的底层逻辑：什么是好的故事？为
什么好的故事有力量？怎样演绎出好的
故事？瞄准时代，结合自身，一篇好的作
文就有了。

第六重考验，好的故事，可不可以写
自己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我知道有
的考生是顾忌后边的写作要求中“不得泄
露个人信息”。其实，只要你在故事中不
涉及到你的姓名、地址、学校等具体信息，
故事嘛，又不是写简历，这不应该是一道
难题吧？如果每位考生都能写出自己生
动真实又刻骨铭心的故事，那才真是一次
高考作文的丰收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年全国高考
全部7套试题，全国甲卷的“时间的主人/
奴仆”，乙卷的“个体与集体”，新高考Ⅱ卷

“我想静静”，北京卷“续航”与“亮相”，天
津卷“交友与读书”，上海卷的“探索与好
奇心”。纵观全国高考作文题，我们似乎
找到了某种默契，一种稳定的趋势已经形
成。

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2023年高考作
文的命题特点，甚至也可以对未来高考作
文命题的走向做个基本判断：

第一句：新高考作文命题在内容上一
定会贴近时代旋律，注重“立德树人”价值
导向，倡导考生关注社会，躬身入局。第
二句：作文毕竟不同于思政，命题直接选
择具体社会热点的概率很小，但你要善于
结合实际，运用社会热点表达思想、说明
问题，表达当代青年的思考和担当。第三
句：在命题形式上，任务驱动型作文趋于
成熟，既有一定限制，又给选择空间，防止
押题套作，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任务驱动型
作文的要求和写法。 记者 王伟 整理

听语文特级教师说
2023年浙江高考作文

有故事，
如何讲好故事

高考作文题每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时隔近20年，浙江高
考语数外三科“回归”全国卷之后。那么，今年的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
究竟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邀请了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创校
校长、语文特级教师袁湛江，为大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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