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备好好的的行行囊囊””考考查查价价值值取取向向
题目难度不大，思辨味道浓

3399年年来来高高考考作作文文类类型型
本报济南6月7日讯(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尹鑫) 7日
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依旧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与去年让
考生们迷茫和纠结的“丝瓜藤
和肉豆须”不同，今年的高考作
文题“备好的行囊”更易理解，
让考生有发挥余地。

2016年山东卷作文题目，在
形式上选取了一段富有哲思的
语言材料，内容上集中探讨“人
生漫漫旅行，我们的行囊中到底
需要准备些什么”。

作文材料内容为：“行囊已
经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路
途漫漫，翻检行囊会发现，有的
东西很快用到了，有的暂时用不
上，有的想用而未曾准备，有的
会一直伴随我们走向远方……”

“语文考试总体来说不是

很难，作文题目也比较好理解，
我是从‘舍与得’的角度来写
的。”6月7日中午语文考试结束
后，考生小李说。

在省实验中学高三语文教
师吉林絮看来，这段材料最鲜
明的特征是极富思辨性，即

“准备好的却没有用到”“没
有准备的却可能有用”，“有
用”与“无用”等概念的解构分
析，恰好体现学生的价值取向
和情感体验。

吉林絮说，在解析“行囊中
的储备”时，既可以谈及比较务
实有用的东西，如知识技能、处
事技巧、健康体魄等，这是人安
身立命的根本，曾让我们用力准
备，却可能在旅行的某些时刻被
弱化或弃用；也可以谈及诉之精
神层面的东西，如理想信仰、乐

观心态、诗意情怀等。
“有时候务虚的东西看似无

用，没有刻意准备，却可以濡养
人的精神气质，伴随整个旅程。”
吉林絮解释，“无用之用”，终为
大用……在写作过程中，概念的
解说是不可或缺的，而背后原因
的挖掘能体现理论深度。

此外，行囊中的东西，也可
以在某些情境下建立联系或相
互转化，最终成就文章的高度。

那么，“行囊”一文的写作
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吉
林絮提出了如下建议，行文过
程中考生需要着眼全篇，抓住
关键词，分析概念，探讨关系；
同时要重点突出，谈及个人体
悟写出真情实感；也可以贴近
时代现状，写一篇闪烁思想火
花、凝聚理性智慧的文章。

高考7日拉开大幕。当日，济宁4 . 5万考生共赴考场，为严肃考纪，保证高考的公正性，济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今年共派出六辆移动监测车，并安排技术人人员携带便携式频谱分析仪在考点周围

加强巡查。 本报记者 黄光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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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尹鑫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
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已
经延续了整整四十年，1978年实
行全国统一命题。一直以来，因
为话题性强，每年高考季，高考
作文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恢复
高考以来，高考语文卷都有哪些
作文题目、哪些题材呢？

2005年以前，山东省的语
文试题一直使用全国卷，但从
2005年开始，山东省高考命题
模式有了重大调整，部分科目
开始自主命题。自1977年恢复
高考以来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全
国统一卷成为历史，当年参加
高考的70多万考生首次使用

“山东版”高考试卷，语文、数学
和外语，由我省自主命题。

有媒体对39年来的高考作
文命题做了梳理，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高考重启，初期的作文
题带着浓烈的政治色彩。如
1977年北京卷作文题《我在这
战斗的一年里》、1978年《速度
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高考作文题开始
关注社会层面的发展。如1981
年作文题《毁树容易种树难》；
1985年以化工厂排放毒气为材
料，写一封给光明日报编辑部
的信；1986年以《树木·森林·气
候》为作文题。

到九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大
刀阔斧搞建设，高考作文题也开
始鼓励学生创新、尝试，展现出
一代人奋发图强、标新立异的精
神面貌。如1991年作文题《描写

“圆”的想象物》、1994年《尝试》、

1999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进入二十一世纪，高考作

文命题更加开放、自由，从社会
层面转移到精神世界。2001年作
文题《诚信》、2002年《要不要救
一个陌生人》、2004年《相信自己
与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些作文
题一方面结合社会热点、紧贴精
神文明建设；一方面更关注哲
思、人性等内在的发展。

除了反映时代特点，历年
高考作文题也离不开时代热点
事件。如1995年《鸟的评说》，即
反映金庸的通俗小说被北大搬
进象牙塔事件；2008年以汶川
地震为主题的材料作文；2011
年作文材料为2010年9月的彩
票退还事件。

回顾全国卷作文39年的题
目，也是窥望中国39年的历史
脉络。

39年，高考作文从政治挂帅到开放自由

以以前前多多关关注注社社会会，，现现在在重重精精神神哲哲理理

话题作文10次

命题作文10次
材料作文12次

其余7次书信、

看图作文以及
新闻报道

上世纪八十年高考作文

环环境境保保护护论论者者
1981年：读后感 《毁树容易种树难》
1983年：看图作文 漫画《这下面没水，换个地方挖》
1985年：命题作文 树木·森林·气候
1986年：命题作文 写给光明日报的信

《呼吁解决化工厂废水排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考作文

博博弈弈论论高高手手
1990年：材料作文 每朵玫瑰花下都有刺，每个刺上都有花
1991年：命题作文 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
1999年：话题作文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21世纪高考作文

理理性性思思辨辨者者
1 .全国卷高考作文
2000年：话题作文 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2003年：话题作文 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
2004年：话题作文 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意见

2 .山东省自主命题高考作文
2005年：话题作文 双赢的智慧
2007年：话题作文 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
2010年：材料作文 光明和阴影
2014年：材料作文 开窗看风景
2015年：材料作文 丝瓜藤和肉豆须
2016年：材料作文 备好的行囊

1977年中国重启高考，这项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已跨过39年。高考经历多次变革和调整，紧随时代步
伐的除了高考政策，还有千变万化的语文作文题。39次高考，数十套作文题之所以引人关注，细究其根，大
多与时代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全民的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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