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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解析：

贴近学生生活，凸显思辨特点

学科辅导

2023年高考作文题目

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仅仅是

因为好奇心吗？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

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

字。

2022年高考作文题目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

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

常，你有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谈谈

你的认识。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2021年高考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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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高考作文题目

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

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

程无能为力？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

字。

2019年高考作文题目

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

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

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

去寻找“中国味”。

这段话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去认识事

物。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思

考和感悟。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

字。

>>>近五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目

记者 刘春霞

6月7日11:30，随着语文科目考 试 结

束，2024年高考作文题也正式出炉。今年上

海高考作文题是：生活中，人们常用认可度

判别事物，区分高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

对“认可度”的认识和思考。这个作文题目

该怎么写？写作中应注意哪些方面？多位教

育人士进行了解析。

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松江区教育学院正高级教师陈赣认

为，今 年的作 文 题目对 学生而言感觉 亲

切，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每个人可能都

会在日常生活中以“认可度”评判事物，学

生在写作中入题快，有话可说，能写出自己

的内容。同时，题目开放性较大，围绕“认可

度”谈思考，可以从认可度的概念、内涵、外

延形成的过程进行判断、也可以进行思辨

思考，“认可度”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

性的，可以在历史语境中作分析，也可以在

现实问题中做判断，也可以将“认可度”作为

评判事物的一句，既可以是大众意志，也可

以是局限性的。

在陈赣看来，这个作文题目有利于学

生的精神成长，很短时间内让学生思考认

可度对判别事物的方向，在此过程中逐步

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准体系，对学生一

生的成长意义很大，学生写完作文的过程也

是精神成长的过程。

从写作中获得成长

“能否被他人认可或者认可他人，是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看到今年的上海

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

授郑桂华最直接的感受也是题目贴近考生

的生活。她认为，这个题目引导学生凝练、反

思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唤醒学生展

开思考，并从写作中获得成长。

郑桂华坦言，这个题目服务于高考对

人才选拔的要求，让学生很能发挥写作水

平，提高思维能力。而高考也是对语文教学

的检验和呼应，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回应了教

材中若干个写作任务，引导学生辨析日常生

活中的关键概念，以及认识世界的工具。她

表示，高考既是作答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

成长的过程，不论是自己对别人的认可还是

他人对自己的认可，都有较大的思辨空间。

展示考生的思维水平

徐汇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程

元表示，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一向体现思

辨特点，这在今年高考作文题中也十分凸

显。作文题目聚焦认可度概念提出问题，学

生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认可度”，又该如

何认识“认可度”在判别他人、外界的事和

物时起到怎样的作用和价值。在这样的引

导下，学生可以与试题平等、多元地对话。

程元认为，学生可以思考的角度有很

多，比如，可以聚焦“认可度”的概念本身，从

解析复杂概念的角度解释什么是“认可度”，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认可度”形成的基础和过

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考

虑“认可度”在判断外界人事物的过程中究竟

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而对“认可度”的公

信力和合理性进行反思，反思自己对外界以

及外界对自己的判断和认可是否合理，形成自

己的思考。在与试题不断对话的过程中展开

思考，展示考生的思维水平。

命题对考生相当友善

上海市特级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

沈红旗认为，高考不同于一般的检测，对其

试题质量的评价考量，公平公正永远应该

是排在第一位的。今年的命题者停止了饶

舌，把更多发挥的空间留给了考生，“这一命

题对考生是相当友善的，它相当于发出了一

次优雅的邀请，引领考生进行一次穿越时

空的对话，而对话的空间是巨大的，充满了

诸多的可能性。”

沈红旗分析说，从定义核心概念的角

度出发，认可的表现多种多样：可以颔首默

许，可以竖指表扬，可以口头认同，可以微

信点赞，可以下笔称赏，当然也可以用脚投

票。认可者的面目也千差万别，有心口一致

的，令人肃然起敬；也有心口不一的，令人大

跌眼镜。“我们判别事物，区分高下，需要人

们的‘认可度’吗？说可说不可其实都无所

谓，关键是你以哪个时代的‘认可度’来衡

量。”他表示，发明新事物，创造新观念，当

然需要人们的“认可度”，但划时代的思

想、观念和作品，往往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

知能力。而认可度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此

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作品，在不同的人群

中，认可度可能大相径庭，是应该更关注专

家的认可度，还是更在乎广大民众的接受

度？这些追问都是严峻而犀利的。

沈红旗认为，综观全国高考的六张试

卷，作文命题共性明显。一是题干普遍趋向

简洁，上海最短，只有18个字，新课标II卷最

长，也不过100字左右。二是主要关注两大话

题，第一是人际之间的评价交流，如全国甲

卷的“坦诚交流”、天津卷的“被定义”、上

海卷的“认可度”、北京卷 微写作的“点

赞”；第二是关于教育的思考，如新课标I卷

的“问题”、新课标II卷的“不断抵达未知之

境”、北京卷对“历久弥新”和“打开”的思

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