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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陆续做了几期高考作文的
公益讲座，我发的最后一段话：“无论作
文题怎么出，都离不开‘我和这个时代’
的主题，每位考生需要准备好三个问
题：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的角色和使
命、我的思考和我的作为。”

其实这不是“押题”，而是基于我对
几十年高考命题特别是近两年高考命
题研究规律的总结和提炼。

今年的作文命题，内容紧扣时代发
展主旋律，引导考生置身于时代之中，
同时又能结合自身所见所闻，思考与实
践，表达真情实感，做到有话可说，有事
可叙，有情可表。既考查了学生思想情
感的厚度，也检阅了学生表达能力的梯
度。下面对2025年高考作文命题做一
个简要的分析。

一、价值导向：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2025 年全国卷作文命题紧扣“文
化传承”与“强国有我”的双重维度，以
抗战胜利80周年为契机，以“民族魂”
与“梦的赠予”为导线，构建起历史纵深
与未来想象的坐标系，向考生传递了三
个信息：

1.历史叙事的现实提炼
全国一卷运用的都是文学材料，但

表达的内容都是抗战素材。以老舍《鼓
书艺人》、艾青《我爱这土地》、穆旦《赞
美》三则材料构建“民族魂”的话语体
系，将抗战记忆转化为可触摸的文学意
象。方宝庆“开不了口”的细节，艾青

“嘶哑的喉咙”的隐喻，穆旦“带血的手”
的象征，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
谱。这种命题设计突破了宏大历史叙
事框架，通过文学经典的细节体验激活
考生的情感共鸣，使历史教育从知识传
递升华为精神传承。

2.梦想话语的层叠建构
全国二卷以“昨夜闲潭梦落花”“我

欲因之梦吴越”“铁马冰河入梦来”三句
古诗为载体，将“梦”解构为个体生命体
验、精神追求、家国情怀三个层次。这
种设计既呼应了统编教材中《春江花月
夜》《梦游天姥吟留别》《十一月四日风
雨大作》的教学内容，又通过“赠予”这
一动态概念，引导考生思考梦想的社会
性传递。从张若虚的自然之梦到陆游

的家国之梦，命题巧妙完成了从个人情
感到时代担当的价值跨越。

3.AI时代的人文坚守
我最想说的就是这点，在 AI 智能

已经武装到牙齿的今天，我们的人文精
神和情感体验坚守的底线在哪里？今
年的试题做了很好的回应。两道试题
均强化了“情感体验、积淀沉潜、实践参
与”等不可被AI 替代的核心素养。一
卷要求考生通过典型细节传递真情实
感，二卷鼓励“将宏大梦想寄寓于生动
梦境”，这种设计既是对“为赋新词强说
愁”写作痼疾的反拨，也是对语文教育

“真实表达”本质的回归。在AI生成式
写作的冲击下，命题者以“情动于中而
形于言”的中国古典创作理念，为技术
时代的人文教育锚定了价值坐标。

二、能力考查：思维品质与表达张力

语文核心素养是新课标中最重要
的理念，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语文教
育的根本目标。今年的作文命题对核
心素养的考查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1.多维思辨能力
一卷要求考生在材料中挖掘并辨

析“个体与集体”“平凡与伟大”“苦难与
希望”的辩证关系，二卷需在“梦境的具
体性”与“梦想的普遍性”之间找到关
联。这就突破了传统思维中的“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思维，需要考生具备“在
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的辩证思维能力。如果考生能在一卷
中既看到方宝庆作为普通人的无力感，
又能挖掘其背后的民族韧性；在二卷中
既能分析梦境的个体独特性，又能揭示
其蕴含的社会普遍性，是不是更能展现
思维的深刻性与层次感？

2.审美鉴赏与创造
审美鉴赏与创造的核心素养在语

文教学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忽略，今年的
试题做了及时的弥补和必要的提醒。
比如一卷对艾青“鸟”的意象、穆旦“带
血的手”的解读，二卷对三句古诗意境
的迁移转化，均要求考生具备较强的审
美感知与艺术表达能力。如果考生能
将艾青诗歌中的意象群“土地—河流—
风—黎明”转化为具象化的历史场景描
写，将陆游“铁马冰河”的梦境转化为当

代青年的奋斗图景或自己亲身参与的
小故事，一定有助于在审美体验中完成
创造性表达。

3.语言建构与运用
命题对语言表达提出的要求是：精

准、有条理、有节奏感。尤其是“节奏
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提升，这在
当代社会语言交际中是非常重要，却在
语文教学中容易忽略，一卷强调“用精
准的语言、富有节奏感的文字传递真情
实感”，二卷鼓励“个性化表达”与“真情
真意”。这意味着考生需摒弃堆砌词藻
或者万能套路，转而追求具体情景下语
言的准确性与表现力。比如在论述“民
族魂”时，若能抓住“方宝庆颤抖的双
手”这些细节替代空洞的抒情，用“穆旦
诗句的顿挫节奏”呼应历史的沉重节
拍，是否更能体现考生语言运用的高阶
水平？

当然，考生在高考过程中的实际体
验还有待于观察。我个人的初步判断，
这两道作文题对一部分同学来说还是
有一定难度的，比如一卷中如何挖掘三
段材料背后的意义，如何找到三段材料
之间的逻辑关系；二卷中如何“将梦赠
予他人”转化为现实版，对部分同学来
说都是考验，特别是平时学习过程中只
注重技术上的训练而忽略对社会和人
生的关注与思考，做这样的作文就会缺
少鲜明的立场和切身的感受，更难于将
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也给我们
的教育和教学提出了挑战，比如真实
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整合
的思维迁移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深度
培养方法，特别是语文核心素养如何
在教育教学中得到落实，是我们每一
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并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的问题。

总之，2025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
顺应了历史发展大势，继承了新高考以
来强化“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同时又
维护了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专业
标准，特别是引导考生置身于当下这个
时代坐标中去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认
识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独立思考，真情
表达；又提醒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不
忘初心，把握标准，考教结合，学以致
用，命题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高考作文题：
写出“我和这个时代”的连接

■名家点评

袁湛江

高考作文题的出炉，又一次毫无意外地引发了热议，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曾经写过的
高考作文，也有很多人问自己：如果我来写，我该怎么写？

不少人觉得今年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有点难度。那么，全国卷的高考作文题透露出哪些信
息？背后有什么讲究？我们邀请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袁湛江，请他来做一个分析。

全国一卷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
求写作。（60分）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
段，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
口。

——老舍《鼓书艺人》（见
全国一卷阅读Ⅱ）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

歌唱
——艾青《我爱这土地》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

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赞美》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

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
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
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全国二卷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
求写作。（60分）

“昨夜闲潭梦落花”“我欲
因之梦吴越”“铁马冰河入梦
来”……

梦往往以一种独特的方
式呈现我们的感受和期冀，为
我们打开更浩瀚的天空。我
们也常常向别人讲述自己的
梦，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梦，以
行动实现自己的梦。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将
梦赠予他人……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
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
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
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置身于时代的参与意识与社会需求的表达能力
——2025年全国高考作文解析

袁湛江

记者 王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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