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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高考作文综述及考题特点分析

2017年的高考结束了，众人瞩目的作文试题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

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不论是命题形式还是涉及的生活领域，都让我们

有惊有喜；不论是新课标版还是地方版，异彩纷呈，争奇斗艳。

一、命题形式愈趋成熟和灵活

9套作文试题的命制，材料的作用被普遍认可，命题专家普遍倾向于利

用材料设置语境，或者利用材料向考生提供启发因素，这体现了命题专家的

良苦用心，既体现了对材料进行限制(或者解释)，规定了考生的写作范围，

也体现了新的阅卷机制下欲减少分歧和争议的意图。

二、广泛地关注各个生活领域，体现时代主旋律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作文试题也是如此，这在2017年的高

考作文试题中的表现尤其突出，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当下的生

活甚至最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紧密相联，这成为本年度命题的一大特色。

如全国新课标卷Ⅰ：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

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

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

青年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自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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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这道题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一带一路)、科技生活(高铁、移动支付等)、

体育生活(共享单车)、情感生活(广场舞、美丽乡村)、生活态度(中华美食)、

生活品质(大熊猫、长城、京剧)、生活质量(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

全国新课标卷Ⅲ：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高考为国选材，推动了教育改革

与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0年来，高考激扬梦想，凝聚着几代

青年的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饱含着无数家庭的泪珠汗水与笑语欢声。想当

年，1977年的高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拐点；看今天，你还与全国千万考生

一起，奋战在2017年的高考考场上……

请以“我看高考”或“我与高考”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好角

度，确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高考”可以说是最接近考生生活实际的。试题要求以“我看高考”

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这一要求中的核心词有两个：一是

“我”；二是“高考”。这就明确告诉考生，要求写出自己在恢复高考40周

年这一特殊的时段对于高考有怎样的认识。

由此可以看出，作文命题专家广阔的视野和对生活深入全面的思考。而

山东卷的材料来源于2016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对于安徽合肥一家新华

书店24小时营业模式的评论短文，经过修改，把时评型材料处理为没有明显

主观评判的客观事实材料，把情感价值隐含在对事实现象的客观描述中。要

求考生在材料给定的内容及含意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想，自主选

好角度，选择立意，选择文体。这充分体现了作文命题专家对时代的敏锐把

握，体现了时代的色彩。

三、更加注重思维的维度和思辨性

2017年的作文试题，更加注重思维的维度和思辨性。

今年的9套作文试题大多在试题当中明确地提出“自选角度”“选好角

度”“选取角度”“选准角度”等提示话语，这些语言明确地显示出，所命

制的作文试题是有很多个写作角度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就是最佳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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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时各个角度不是在平面上展开，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立体呈现。

这也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命题专家不希望在审读试题上浪费考

生太多时间，也不希望考生只是在命题者给定的结论上作解释，他们希望考

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写作，关注自己的思维维度和深度，这是真正回归写作

考查的实质的好事。最突出的代表是天津卷，写长辈、写日常生活很容易入

手，但以“十八岁成人”的眼光来重新思考，在思想碰撞中触摸灵魂，则需

要考生处理好感性生活与理性思考的关系，需要处理好表象与本质的关系，

需要思考延续传统与突破传统的关系，需要思考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恒定与时

代变化的关系……要写出深度与个性，就要具备处理这一系列辩证关系的理

性思考能力。

本年度的试题很多都注重了思辨性，突出代表是上海卷。从对考生思维

品质的测量来看，本题为考生的写作内容提供了丰富的逻辑关系与层次。即

使当考生在某一观点上立足站定，对他所选定观点的思考仍有纵向深入的可

能空间，这使得本题目能很好地完成对思维品质的考查。另外，本题贴近考

情，与考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有较强的契合性。题目表述平白浅近，但其提

示的思考内涵却很丰富：考生正处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关键时期，对考题的思考不仅能考查他们的作文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培养他

们的理性精神，增加生活中的理性因素。

四、区分度越来越好

区分度是评价一道试题的重要指标，作文试题要求更高，这也是体现

新课标精神的地方。9套作文试题，经过命题专家的句斟字酌、反复掂量，

具有了很好的区分度，可以涵盖的生活领域也很广泛，不仅使得各个水平

上的考生能够有话可说，而且能够使得优秀考生发挥其语言表达优势，尽

展其特长。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数江苏卷(人要读三本大书)和山东卷(“书

店”“书”“顾客”“读者”)等。

五、仍直接或间接地拒绝诗歌体裁

本年度的高考试题，对文体的要求仍比较宽泛，多为“自选文体”，但

在“自选文体”的同时往往增加了限制，而诗歌仍是受冷落的文体。这体现

了诗歌(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这一文学体裁在语文教学尤其在写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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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尴尬地位，也使得有这方面特长的考生难以尽展其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卷试题明确要求写“记叙文或议论文”。这意

味着除了拒绝诗歌外，还拒绝了说明文、文学剧本、抒情散文、书信、日记

等体裁。上海卷和江苏卷则暗示了作文必须写议论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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