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揭晓后，记者第一时间约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人士——大学中文教授、

医生和新闻学在读大学生，请他们根据作文要求各自写了一篇。看一看，您会给多少分呢？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整理

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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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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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金评主题突出

注重培根铸魂
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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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会听到多少个故事？
从牙牙学语开始，爸爸妈妈就给我讲各

种各样的故事。我记忆中最早的中国故事
是诸子百家中的寓言，如“夸父追日”“刻舟
求剑”“愚公移山”之类，而外国故事则是

“白雪公主”“海的女儿”了。这些故事给人
智慧，给人爱心，教我们做一个聪明的、善
良的人。而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听到更多的
是革命故事，如革命根据地的“喝水不忘掘
井人”、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钱学森制造
原子弹，等等。这些故事，给我力量，让我奋
进，全社会将这些故事融化在血液里，甚至
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但除此以外，我还重视身边的故事，甚
至是自己家的故事。

也许有人会问，自己家有故事吗？我
说，怎么会没有呢？处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每
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成是故事，败
也是故事，无论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个体，
无论写下的是创业史、奋斗史，还是受苦受
难史、大起大落史，只要是发生过骚动、拼
搏和奋斗，只要经历过扬弃、选择和变更，
那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就是一部部精
彩的长篇小说。

我家里就有这样的故事。我爷爷当年很
穷，穷则思变，成了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
的农民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创业时，爷
爷每个星期都要将自己的产品送到上海郊
区的联营企业去，他舍不得坐卧铺，前半夜
扛着一麻袋产品上普通车厢，当时火车没
有对号入座，他连座位也找不到，只好一整
晚坐在两节车厢交接处的地下，听着“嘎达
嘎达”的车轮声打个迷糊，凌晨到上海扛着
麻袋赶公交，准时将产品送到了联营企业。
就是靠着这样的挣扎和拼搏，爷爷的事业
越做越大，初创成本地一家偌大的企业。后

来我听到“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样
一句话，就说，这不就是我爷爷的故事嘛！
现在爷爷退休了，在家颐养天年，有时要对
我们讲讲年轻时的故事，还会说几句时髦
的话：“现在是不是有年轻人将‘佛系’挂在
嘴边啊，那怎么行啊，人都是要奋斗的啊！”

爷爷的故事激励了爸爸，发奋读书考上
机械专业本科。毕业时他没有依赖爷爷，而
是到一个机械企业工作，当时企业效益不
好，爸爸就与其他工程师一起设计了新产
品，经济效益可观，企业扭亏为盈。但是也
给周边环境带来了污染，小河的水不那么
清了，路边的垃圾也堆积成山了，爸爸的工
作环境也很糟糕，尽管工资待遇丰厚，但他
还是很苦恼。

这时，当地政府贯彻中央“发展经济一
定要统筹兼顾，不能单纯追求GDP而破坏
环境”的精神，对污染企业一一进行检查、
整改。我爸爸所在的企业先是停掉了污染
产品的生产，接着爸爸与环保部门联系，一
起研究、制造处理污染物的设备，一台台污
染物处理器终于造了出来。由于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度受到了影响，家
庭收入也一度减少，可是在保证环境安全
的前提下生产，企业走出了瓶颈，后劲却变
得很足。经过一段曲折，企业恢复了正常，
很快又取得长足进步。老爸的工作环境变
得干净、优美。经过扬弃和选择，他变更了
自己，心情变得很舒畅，成天乐呵呵的，还
常说：“当年遇到困难时若‘躺平’了，那还
会有今天？”

爷爷、爸爸的经历，不都是有曲折、有
情节、有反转的故事吗？不都是一部部励志
大片吗？三棱镜里可以透视出整个世界，虽
说只是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却也是改革开
放时代里一个民族的小小缩影。现在轮到
我们年轻一代了，我该续写什么样的故事
呢？自然，前辈的故事给我智慧，给我力量，
我不能“佛系”，更不能“躺平”，我写下的故
事应该是两个字——“超越”!

好的故事拥有无穷的力量。它有着与
人类的超级连接力，能让人们身临其境地
感受情节和人物所表达的意义，充盈内心
世界；它有着无可替代的鞭策力，能促人起
而行动，不用扬鞭自奋蹄。当下，我们是好
故事的读者，也是好故事的书写者。

好的故事不局限于铅字的一张一页或
是长辈的口口相传，它所传递的力量会在
内心深处掀起层层波澜，沿着血脉延伸，到
达思想的终点。《诗经》通过现实主义的创
作态度、写实和朴真特征，直面现实生活中
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表现了高度的
文化修养；《论语》记载以孔子思想为代表
的儒家思想，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孕
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宝贵的思想
文化传统；《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
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以及对封建社
会的揭露和批判，感受到中国历史和文化
的深度。

好的故事有着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将
我的思绪漫游于辽阔的旷野，一边调动着
我的记忆，一边又因为我的经历使得我对
彼时彼刻的心境和感受有了新的体悟。或
者是化为内驱力，指引我在跌宕中前行，奋
进中成长。可以说，有力量的故事让我在茫
茫人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旷野，成就
丰满充盈的人格与灵魂。

国家多“故”，“事”在人为。品读有力量
的故事固然重要，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我们更应该将好故事的力量转化为外在动
力，步履不停讲好中国故事，谱写属于自己
的“好故事”。

中国的故事像散发着墨香的卷轶，藏
着五千年气势磅礴的历史，这里泼墨成幽，
字节有骨，卷带着时间的轨迹，低沉而宁
静。如今，书写中华大地上“接地气、有温
度、有共鸣”的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
现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给世界讲述“好
故事”的重要途径。大国重器、疫情防控、百
姓愈来愈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些都是

“中国故事”挺立起来的骨梁。
当然，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止步于此。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讲好中国故事的重
任还是背负在我们身上。我们作为故事中
的一分子，理应为故事的饱满、立体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或是投身科研助科技进步，或
是从事医业救死扶伤，或是走上讲台教书
育人……我们有无数条选择的路，条条通
向光明的未来。我相信，每个“小我”合力一
致，汇聚微小的力量，就能创造“大故事”

“大奇迹”。
作为一名新闻学子，我想我不仅是故

事中的一分子，更要成长为那个讲好中国
故事的人，用自己饱蘸热爱与青春的笔墨
将中国故事的点点滴滴用心书写。

中国的故事是时代给我们
的课题，我们是好故事
的读者也是好故事
的书写者，用奋斗
把自己的故事写
好讲好，让故事
充满自信的力
量，每个人都能
成 为 时 代 的 主
角，中国故事也一
定会更精彩。

我们是好故事的读者
也是好故事的书写者
浙江万里学院新闻学大二学生 程王依

2022 年春天，我参加
了市青年微党课比赛。准备

比赛的时候，我曾思考，该用
怎么样的方式去阐述党课——

讲讲政策？怕纯理论的内容不够吸
引人；讲讲成绩？似乎也不能体现党课的

意义。
最后，我选择了，讲讲故事。讲二院人

在抗疫前线的抉择和奉献，也讲自己和家
庭在特殊时期的奋进和传承。后来，这堂党
课讲过了一轮又一轮比赛，讲到了高阔的
礼堂，也讲到了乡镇的地头。

我发现，只要一讲故事，就没有人开小
差。在一遍遍讲述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
多真诚的听众，他们同我交流心得和感受，
我也不断修改着讲故事的方法和角度、具
体演说的语气和节奏。我讲故事的技巧不
断精进，而这堂党课也最终获得了市特等
奖。但更重要的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听众被
打动，我意识到，故事，是有力量的。

从年幼孩子的床边，到不同认知的人们
之间，故事联通着着形形色色的人。不论你
对面的人年龄多大，经历几何，有很高的学
历或者没有，你都能和对方分享一个好故
事，借此传达认知和情感。好的故事集合了
人类语言的最大公约数，动人的故事背后
更藏着深厚的同理心。故事，有联络沟通的

力量。
庄子说屠龙之技，列子讲夸父逐日，伊

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种传说，这些曾
陪伴我们长大的寓言和故事中，蕴藏着人
类先贤的智慧。再深奥的真理也都曾借由
不同的故事，传达到最稚嫩的儿童耳畔。它
们沟通古今，到现在还在告诉我们人生的
道理，指导我们的选择。故事，有论道明理
的力量。

而当我们从复述故事的人，变成写故
事、讲故事的人时，故事也成了我们最好的
名片。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里，都有独一无二
的经历和选择，有他们的奋斗和人生。我们
每个人写就的故事，就是我们认真生活的
痕迹，所有的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就是民
族，就是国家。耿爽在卸任外交部发言人的
时候，曾哽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继续讲
好中国故事。而我们每个人，不也正在为美
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日复一日中，讲这一
代人的中国故事吗？故事，有立身传播的力
量。

故事中饱含真诚沟通的邀请，故事中藏
着人类智慧的闪光，故事里的我，也是故事
里的你，故事里千千万万的人们更是不断
探索、不断奋进的你我他。讲好故事，讲好
我们的故事，汲其沟通、论道、立身的力量，
走好漫漫人生的道路。

浙江的这届学生，虽然是首次参
加全国高考语文统一命题考试，但拿
到这个作文题，应该不会有陌生的感
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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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以此来断定，这篇作文很
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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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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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有能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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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可不可以写自
己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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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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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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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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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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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研究熟悉任务驱动型作文的要求
和写法。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整理

2023年高考作文题

语文特级教师袁湛江：2023高考作文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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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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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深入思考，提倡真实表达今日金评折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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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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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逻辑思维，提高思辨能力今日金评考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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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过去的故事
宁波工程学院退休中文教授 竹潜民

故事的力量
宁波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陈昭英

时隔近20年重回全国卷，这也让今年的浙江高考备受关注，尤其是语文的作文题，堪称万众瞩目。记者邀请
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创校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袁湛江，请他来讲讲今年的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
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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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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