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306 中国新闻 22002222 .. 66 .. 88 星 期 三

编 辑 唐 舸 王 念 平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

2022 年高考于 7 日拉开帷幕。 印
刻时代记忆、 承载个人体验的高考作
文题依然备受瞩目。

7 日上午举行的高考语文考试共
有 7 套试卷， 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共命制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 I
卷、新高考 II 卷 4 套，北京、天津、浙
江自主命题 3 套。

从今年的作文题中， 能读出哪些
考查重点与教育风向？ “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围绕时代
奋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高考作文题多次直面时代重大事

件。今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
进入命题视野。
全国乙卷结合“北京：双奥之城”

的材料，要求以“跨越，再跨越”为主
题写一篇文章，体现感受与思考；新高
考 II 卷的作文题，要求结合不同行业
奋发有为的人物典型，以“选择·创
造·未来”为题作文；浙江卷则关注创
新驱动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全国乙

卷作文围绕“双奥之城”组织信息，以
表格和数据的形式，直观呈现我国综合
国力的跨越式发展，激发爱国热情，引
导学生体会冬奥精神的深刻内涵。
专家认为，近几年作文考题的一

大趋势，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与现实
生活，且结合得越来越巧妙。学生关注
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动态，就会有更多
发挥空间。
有的作文题目更强调结合个人体

验书写对生活的感悟。比如，天津卷的
“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全国
新高考Ⅰ卷着眼围棋中“本手、妙手、
俗手”的启示意义等。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材料

强调“本手”的“合乎棋理”和“功夫
扎实”“理解深刻”，意在启示一线师
生，基础不是知识的简单记忆，不是技
能的机械训练，而是对基本概念和规
律的掌握融通，阐明目标远大和磨砺
功夫、基础扎实和创新创造的辩证关
系，引导学生遵循认知与能力培养的
基本规律，守正而后创新。
此外，对经典与传统的重视也充

分体现在高考作文中。全国甲卷以
《红楼梦》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
材料，请学生结合学习和生活经验写
一篇文章。北京卷的“学习今说”，也
从古人的“学不可以已”谈起，思考现
在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的异同之处。

如何具备家国视野与时代精神，
已成为青年一代的必答题。
“共青团成立百年是今年的热点

话题，这种出题思路对高中生关注时
事能起到引导作用。”辽宁省特级教
师赵志彦说，作文题目强调青年人的
使命和担当，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奋斗精神，这也一直是平时学校教
育、语文教学等关注的重点。
逻辑思辨与表达能力依然是考查

重点，且难度有所提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部分题目

在设置上难度有所提高，对学生综合
联想、材料理解和思辨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
文老师曾一鸣说，近几年，作文题的哲
理意蕴加深，更加强调对学生语文素
养、综合表达等能力的考查。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
长夏冬梅说，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应着力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
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将
培育核心素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同时，对人文知识的考查，也进一

步从熟悉背诵向灵活运用转变。
曾一鸣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查

经典与文化，比如《红楼梦》这个题
目，如果对古典文化知识掌握得比较
好，就会更充分理解和分析材料，表达
得更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说，

全国新高考 II 卷作文题中，“科技发
展、文化传承、创新精神”是材料隐含
的关键词。自命题作文能考查出学生的
思想深度，更为作文素养好、阅读底蕴
厚、思辨能力强的学生提供多元的思维
空间，凸显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真正
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说，梳
理近 6 年的课标卷作文题目不难发
现，家国情怀、时代精神、生活哲理、文
化传承等主题反复出现，“这些均是一
个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思想基础”。
———学会书写时代与国家主题。
引导学生更加关心时政是近年来

的命题趋势。高考作文如同社会微缩
景观，映照出鲜明的时代图景。
如近年来的北京卷作文题，更加

强调青年与时代家国的联系。从“我
与民族英雄过一天”“共和国，我为你
拍照”到“新时代新青年”“论生逢其
时”……这一趋势旨在引导学生更多
从“小我”的世界中走出，扩展家国视
野、思考时代命题。
———懂得传统与现代融合。
不难看出，作文题也更加重视对

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从取材古代
文化典籍到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
从“文明的韧性”到“中国味”，这些
题目要求学生深化对中华文化精神内
核的领悟，而非停留于浅层论述。
同时，彰显国家科技发展、时代风

貌的主题更多走入高考作文，如“虚
拟与现实”“科学与强国”等。
专家表示，这要求学生既要品经

典、咀英华，又要保持开放性，于感悟
中传承与弘扬。
———具备一定思辨能力。
近年来高考作文中思辨与说理的

比重在增加。如“幸存者偏差”“物各
有性”“得与失”等题目，都在强调哲
学思辨与多维视角。2020 年的 11道
作文题中，至少有 4道与思辨有关。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认为，一方面，材料作文在命题上
逐年成熟；另一方面，给定材料的范围
在不断扩展，为学生进行思辨和表达
提供了更充分的空间。学生应在平时
学习中培养开放性思维，独立思考，建
立观点，敢于质疑。
———拥有丰富真挚的情感。
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的王大绩认

为，写作考查作文，更考查做人。能够
打动阅卷人的往往是能写好熟悉生
活，表达真情实感的作文。“一篇作文
要想获得阅读者的青睐，总要让人获
得一点儿知识、思想、启发、愉悦、美感
……”王大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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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8 点半，D2809 次列
车司机杨勇遗体告别仪式在遵
义灵鼎山殡仪馆举行。杨勇的
亲朋好友、战友、同事及老家群
众前来送别。6月 4日，贵广线
榕江站 D2809 次列车撞上泥
石流发生脱线事故，列车值乘
司机杨勇不幸殉职。经车载数
据分析，杨勇在危急时刻果断
停车，5 秒钟内采取了紧急制
动措施，撂下了生命中的最后
一把闸，保障了车上旅客的安
全。
6月 6 日下午，西南铁路

公布了 “D2809 次列车长与
司机杨勇最后一次通话”录
音，令人潸然泪下。“D2809
次关门，司机明白。”4 日 10
时 01 分，杨勇向列车长作出
了最后一次回复。半个小时后
的 10 时 31 分，当列车长再
次联系杨勇时，已经无人应
答。

6月 5 日，D2809 次列车
殉职司机杨勇遗体被送回家
乡贵州遵义，当地市民自发前
来夹道送别：“欢迎英雄回
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

公众号 “中国退役军人”在

《D2809 殉职司机杨勇战友，
一路走好！》一文中对杨勇的
生平进行了回顾。杨勇 1993
年参军入伍，1996 年退役，曾
服役于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
第二中队，在部队服役期间曾
担任班长，获评嘉奖、优秀士兵
等。退役回到地方后，他先后任
代务副司机、副司机、工长、司
机、指导司机、地勤司机、动车
司机等职。

杨勇的事迹感动无数网
友，大家纷纷留言：“致敬！你
的家人我们守护。”“他担起了
姓名中的‘勇’字。”“刻在骨
子里的军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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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6 日，国家安
全部公布部门规章《公民举报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共 5 章 24 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及
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对国家
安全机关实施的公民举报奖励
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明确举报
奖励工作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专门工
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客观
公正、依法依规。

办法立足鼓励公民举报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依照上位法律

法规规定，细化和明确了国家安
全机关实施举报奖励的条件、方
式、标准和程序。其中，规定举报
人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
3项条件：

一是有明确的举报对象，或
者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
索或者情况；

二是举报事项事先未被国
家安全机关掌握，或者虽被国家
安全机关有所掌握，但举报人提
供的情况更为具体详实；

三是举报内容经国家安全
机关查证属实，为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发挥了
作用、作出了贡献。
办法结合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奖励实践，明确奖励实施方式包
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并根据

举报发挥作用程度、作出贡献大
小，划定了4个等级的奖励标准。

对防范、制止和惩治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发挥特别重大
作用、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给
予人民币 10万元以上奖励。

关于法律责任，办法明确了
举报奖励相关工作中，追究国家
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责任的 6 种
情形、追究举报人责任的 4种情
形和追究举报人所在单位责任
的两种情形。其中明确规定，举
报人不得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
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得弄虚
作假骗取奖金，不得恶意举报或
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
家安全机关工作，不得泄露举报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
密。

高考作文题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今年高考作文题主题围绕时代奋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国家安全部公布部门规章《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

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最高奖 10万以上

5秒内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保障了车上人员安全
最后一次通话录音“D2809 次关门，司机明白”

送别英雄司机杨勇

7日上午，D2809 次列车司机杨勇遗体告别仪式在遵义灵鼎山殡仪馆举行，人们前来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