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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高考语文共有 5
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
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
二卷的 2道作文题，上海、天
津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和1篇微写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
文题坚持价值引领，紧扣时
代脉搏，彰显学科特色，重点
考查语文素养、时代意识与
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全国一卷作文题
选取了三段和抗战有关的材
料，将考生的视线拉回到那
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
发对民族精神传承的思考。

此外，全国二卷作文题
鼓励考生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天津卷以大家熟悉的车
轮、辐条等为意象，推动考生
思考向心力、凝聚力对个体
成长、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坚持立德树人，这些试
题注重引导考生树立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可以
激发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的
力量。”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说。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另一
亮点。

例如，上海卷作文题围
绕专业文章、通俗文章、传
世文章展开，与当下的文化
生活紧密相连；北京卷则从
运动员中长跑时会出现的

“极点”反应，以及日常生活
中随处可见的比赛记分牌、
车站电子时刻表等角度出
发命题。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
题与考生的日常经验比较
贴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晓明分析表示，“当前，传
播手段非常丰富，许多网络
文章被广泛转发，不少经典
作品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若对
当前文化传播有一定程度了
解，便可以打开思辨空间，写
出言之有物的文章。”

在专家看来，这些题目
的材料指向既可以是现实
的，又可以是想象的，由现实
展开想象，由想象观照现实，
考生可以从自身生活经验谈
起，切入的角度很多。

6 月 7 日 上 午 11:30，
2025 年全国高考的首场语
文考试结束。

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
题由“专”“转”“传”三个字
而来，提及有学者用“专”

“转”“传”概括三类文章，不
少网友直呼很难。

上海文化学术圈很快
“破案”，考题中提到的学者
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
明。他在一篇发于“文汇笔
会”的《胡晓明：古人说“文
章九命”，太悲观了，我归为
三个字：专、转、传》里谈及

“专、转、传”。
6 月 7 日中午，胡晓明

表示：“可能很多同学会骂
我，觉得一看到这个题目会
有点蒙，因为他们不太适合
这种很中国式的强调汉字
的思维方式。但实际上静
下来仔细想一想，可以写的
东西还是蛮多的。”

7 日晚，胡晓明在社交
平台发文称——“其实这篇

文章是一个课程的副产品，
我在给博士生上课的时候，
导读的就是读钱钟书先生
的《管锥编》里面很多非常
精妙的只言片语，他有很多
用类似‘专’‘转’‘传’三个
字连成一个系统的词语，钱
先生大量地运用了这种汉
字思维。”“这是他跟很多学
者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
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推广
一下。”

对于很多考生称作文
难一事，胡晓明解释称：

“因为钱钟书先生的这种
思维方式其实是不太适应
现在的教学，现在无论是
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注重
汉字思维 、汉语思维，就
习惯于现代白话文的这种
概念范畴了。所以这次正
好是一个契机，很荣幸有
机会推广一下中国的这种
思维方式。我看到也有很
多人骂我，没关系，我也
能接受。”

“作文一开始看起来

是难的，但是想想还是有
很多可以写的内容。”胡晓
明表示，“这要是我写的
话，首先就是要抓住这个

‘转’，‘专’和‘传’就放一
放。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互
联网的时代，很多过去的
事物做这个转化的工作，
这 都 是 非 常 有 意 义 的 。
我 们 不 能 够 无 视 今 天 这
个 时 代 给 我 们 的 一 些 福
分，一些非常好的机遇，同
时在转化过程中带来的很
多问题，可以写的东西太
多了。”

此外，胡晓明称很期待
今年的高考满分作文。“等
出来了，我会第一时间去
读，看看这些老师评分的标
准、学生的这个语文水平和
思辨能力，还有对社会生活
的关心程度，这是我作为一
个老师来说很有兴趣的。”

（综合中国青年报、澎
湃新闻、文汇报、央广网、中
国新闻社等）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
可以折射一段时间以来语
文教育的发展和趋势。多
位受访专家和一线教师认
为，今年的作文题同样为未
来一段时间的语文教育提
供了新参考和新导向。

衔接教学，促进课堂
提质。在有关专家看来，
以作文题为代表的 2025年
高考语文试题注重与教材
的关联，致力于引导一线
教学用好统编教材的同时
学以致用。

例如，全国一卷作文题
的第二则材料选自艾青的
名篇《我爱这土地》，这首诗
正是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
的篇目之一。专家认为，这
类试题要求学生在重视课
堂学习的同时，做到对课内

教学内容融会贯通，扭转机
械刷题、以练代学的不良习
惯；也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开
展深度教学，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

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表
达。纵观近年来的高考作
文题，不少专家发现，越来
越多题目不在审题立意上
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激
发考生活跃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打开审题立意的多维
空间。

“从中也反映出语文教
育的趋势是引导学生创新
思维，大胆联想和想象。”
李奇说，“这启示一线教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从苦练苦背型学习，转向
探究运用型学习，从而提升
学生的思维整合力、思考纵

深度。”
提升素养，促进全面发

展。从古代诗歌到现代诗
歌，从观察生活到深入论
证，专家表示，今年的作文
题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
了新要求，引导学生不断提
升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
达能力，实现全面发展。

在柳州高级中学语文
教研组长朱秋清看来，今年
的高考作文题对学生综合
能力要求较高。“未来的教
学实践中，我们既要帮助学
生打牢基础，也要引导他们
更加关注现实、思考人生，
充分调动他们在学习和生
活中积累的经验，让学生可
以在课堂教学、日常阅读、
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中实
现更加全面的发展。”

深入分析今年的高考作
文题，不少专家认为，在数
智化时代，试题更加聚焦情
感体验、日常积累、实践参
与等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
的特质，注重考查考生的思
维深度。

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的三
则材料各有侧重，又相互交
织，对任何一则材料的深入
体会，都会影响对其他材料
内涵的认知；上海卷作文题
中，“专”“转”“传”三个字的
意义，则可以体现考生对古
汉语的思辨性理解……

“题目不教条，对考生的
思维逻辑和语言文字运用能
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北京
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说。

不仅拓宽思考空间，同
时注重情感体验。

为老师设计教师节奖
项、以“轻”为题目写作小诗
或抒情文字，北京卷的微写
作直指生活小事、细微体验；

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梦、用文
字记录自己的梦、以行动实
现自己的梦，全国二卷作文
题则引导考生把笔端对准

“自己”……
把笔还给人，我手写我

心。“写作不止展现理性的力
量，更需要‘走心’。”教育部
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试题注重内容的真
诚性与独特性，要求考生用
富有节奏感的文字、典型的
细节、可感的形象传递真情
实感，回应了语文教育中“真
实表达”的诉求。

在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
教研组组长李奇看来，今年
的作文题既考查语言功底与
思维深度，又为考生提供展
现个性、抒发真情的舞台，

“有利于展示不同思维状态、
不同思想水平学生的纵深思
考，让有洞察力的想法脱颖
而出，让模式化的表达无处
藏身”。

语文素养 时代意识 家国情怀

让有洞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
让模式化的表达无处藏身

减少机械刷题 鼓励创新表达 促进全面发展

N据新华社电

6月7日，2025年高考大幕拉开。语文科
目考试的作文题再次引发关注和讨论。今年
作文题有哪些突出特点？折射出语文教育的
哪些新趋势新导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和一
线教师展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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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成高考作文！作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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