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高考，河南省使用的是新课标卷。2011年新课标卷（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宁夏、新疆、海南）高考作文题：中国崛起的特点。
作文试题一公布，不少网友都认为新课标卷作文题难度大。昨日上午高考语文考试结束后，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考生，普遍反映高考作文题还是“有话可说”的。
郑州中学高三年级主任李文增老师认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审题的难度小，不过要得高分并不容易。“我估计分值会集中在45分至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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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看似简单，实际包含多种选择
郑州中学高三年级主任李文增老师教了多年的语文，他认为今

年河南省采用的新课标试卷，作文题目和 2008年类似，那一年是有
关“汶川地震”。两次高考作文都比较关注现实热点问题，都是新材
料作文。

李老师表示，相对于今年其他省市的语文高考作文试题，新课标
卷的作文淡化了审题，考生更容易把握立意。“这也是今年作文的一
个特点。”

不过，虽然作文审题不难，但是考生想要写好，也并不容易。
在写作过程中，考生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假大空，没有真情实

感，说空话。
他说，材料里面有个问句，“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和

关注的特点呢？”这句话实际上是材料的重点，也是审题的重点。如
果不考虑这句话，可能会跑题。“考生如果只谈中国崛起，不谈特点，
容易跑题。不过跑题的情况也不会太多。”

今年的命题作文看起来比较简单，实际上它给出了多种选择，包
含内容很多。

分析一下“值得称道和关注”这个短语，就可以看出来，可以正面写
“称道”的特点，也可写一些“关注”的特点，比如在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不足。“这一点或许考生会忽略，容易只写‘称道’，而忽视不足。我个人
理解，在谈‘称道’的同时，再谈谈发展中的不足，存在一个辩证的关系，
会得高分。”

4类作文会得高分
李文增老师认为，如果作文中涉及以下4个方面，作文更容易得高

分。
第一，以小见大来写。如果写国际影响，题材就太大了，由小的

地方来入手，反映大的问题。
第二，关注现实，和现实贴得比较近。
第三，写得深刻的，抓问题比较准。“普遍来说，高中生对社会关

注不够，想写得深刻不容易。”李老师说，考生如果能抓住实际，写得
深、透，更易得分。

第四，谁的文笔好，容易得高分。结构和语言比较好的，再一个
字写得漂亮的。

“作为一般学生来说，可能都会有空的嫌疑，这样一来，谁的深，谁的
语言好，谁的结构好，谁的卷面好，就沾光了。”李老师说，据他估计，满分
60分的作文，考生分值会集中在45分到50分。真正低分的不多，高分的
也会有，但不会太多。

重在考能力，符合新课改要求
今年是河南省首次采用高考新课标试卷，试题中也透露出新课

改的一些变化理念。
李老师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属于“稳中有变”。
以往的河南高考作文题，都存在审题问题，审题不好就容易偏

题。“今年淡化审题，重在考能力，看考生的语言能力、构思能力，把握
问题的实质能力。”李老师认为，这也体现了新课改的一个理念，重视
对学生的各种能力的训练。

河南作文：“中国崛起的特点”
感觉出题意外的有没有？

专家分析：审题不难，得高分不易
“不宜只写发展成绩，辩证地写一些困难和不足更易得高分”

上世纪70年代：命题作文为主，政
治色彩浓厚

刚刚恢复高考的上世纪70年代，作文题目既有
比较鲜明的政治色彩，也有振兴中华的热切愿望。

1977年，北京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
的一年里；天津的题目是：他像雷锋同志那样；
黑龙江的题目则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1978年起，全国统一命题，作文题目是：
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1979年作文题是：改写《陈伊玲的故事》
（何为小说《第二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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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作文题目有点出人意料
考试一结束，今年的作文题就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不少人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有点出人意料，对考生来说，不容易写。
一些网站在考后进行的高考作文新课标卷的难度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今

年的作文题目太难。
记者在郑州一中考点随机采访了几位考生，他们大多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还是有话可写的。
考生甲：今年的作文题出得确实有些意外，但是还算不上难，只要找好角度，还是比较容易写的。
考生乙：我的作文是从民生方面谈中国的崛起，主要涉及就业等。如果对题目理解没错的话，我

觉得作文算是比较容易的。
考生丙：国家的崛起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所以我是从个人参与到中国崛起的角度写的，类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吧，题目难度还可以接受。
针对高考作文使用网络流行词的话题，受访考生纷纷表示，自己在作文中不会使用这些网络语

言，现有的词汇完全可以满足作文写作需要，没必要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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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特点
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21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

名列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
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
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
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

请根据以上材料，
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
题目自拟，文体不限(除
诗歌外)；不要脱离材料
的含义，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

那些作文 那些时代

上世纪90年代：重视品德，培养创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培

养创新型人才在高考作文中显露无遗。
1991年的一个高考作文题目：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关于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的辩论，关注的更

多的是考生的品格素养。这一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化
改革的阶段，高考的命题也从关注社会热点慢慢转向
了社会道德和个人品格修养。

1999年广东的命题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是90
年代作文中最有新意的作文题，激发考生的创造性思维。

21世纪：思维发散，个性张扬
进入21世纪之后，这10年高考作文变化大致可

以分为3个阶段：
2001年至2003年，作文题目采取全国统一命题

的形式，内容都体现在考生的道德取向。
2004年至2006年，全国实行新课改的省份，开始自

主命题，题型出现了话题、材料、命题等多种形式，进一步
体现了社会文化趋势，饱含哲理和对美学价值的追求。

2007年至2010年，作文题开始趋向生活化，要求
学生更能面向现实生活。特别是2009年以来，题目
开始关注人的心灵世界。

有专家指出，由道德高标回归现实生活，由泛泛地
讲一个大道理，回归到关心每个个人，关心生命的质
量，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正是
我们时代经历的一个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从泛政治化到多元
表达的飞跃

上世纪80年代，高考作文从题材到体裁，都
有所创新。不仅在形式上涵盖了读后感、命题作
文、书信体等多种体裁，还第一次用了看图作文
的方式。

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就首次以漫画出题，
这道作文题就是著名的“挖井”。这个题材非常
新鲜的看图作文，有人看了一头雾水，有人看了
深有感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陌生的词汇出现
在了高考作文题中，那就是“环境保护”。那时
候，很多人对环境污染都没有概念，很陌生。

1985年的一个高考材料作文，《致光明日
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却极具前
瞻性地关注到了这个未来的社会热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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