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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5_91_BD_E9_c65_204325.htm 一、高考作文命题模

式及分析 长期以来，高考作文的命题模式主要有三种：话题

作文、材料作文和命题作文。 （一）话题作文 只要题干中有

“请以‘×××’为话题”一语，你立即便可认定，这是话

题作文。 话题作文的“材料”，只是命题者的一种“启发”

和“提示”，仅供参考。它的核心是话题，话题是明确的、

法定的指令，大家都得遵照。话题作文可以不使用试题中提

供的“材料”，而且鼓励考生挣脱“材料”，开辟新的天地

。此外，话题本身不是文题，你应当自己拟定一个好题目。 

（二）材料作文 一般说来，材料作文的命题表述是：请阅读

以下材料，根据材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联系实际，写

一篇文章（多为记叙文或议论文）。材料作文的“材料”，

是考生写作的根本依据，所以这类作文在行文时必须紧扣“

材料”；如果通篇没有提到“材料”，那就违背命题要求了

。这正好与话题作文相反。 （三）命题作文 这类作文不需要

考生自己拟题，文题已经直接印在试卷上。比如高考作文考

查过的“面对大海”“转折”“包容”“说‘安’”“今年

花胜去年红”“自嘲”，等等。命题作文往往文体不限。 认

清高考作文命题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备考的科学性并

大大增强训练的力度。回顾最近若干年高考作文命题的轨迹

，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发展趋势，进而预测2006年高考作文命

题的主要特点。 1999年高考作文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

话题，让考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感受和理解充分发挥想



象，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不过，这个话题容易引导考

生往现实中不存在的方面去构思，导致不少作文显得空泛

。2000年的话题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道题目充满了

哲学的睿智和丰厚的生活底蕴，作文时只要求立意与看问题

、理解问题、解答问题的多元性“有关”即可，内容不受限

制，表达方式不拘一格。命题自由度之大，开放意识之强，

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试题的过于宽泛，给考生宿构、仿作、

套作带来了便利。2001年的“诚信”和2002年的“心灵的选

择”，更加贴近时代的脉搏，同时在开放的前提下加大了对

作文内容的限制。对于“心灵的选择”这道题目，有人把它

归为道德层面的话题，这个认识是片面的。事实上，这个话

题针对的是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考生可以从道德、伦理、

思想、感情、人格、操守、文学、美学等各种各样的角度展

开对“选择”的思考、探索、描述、阐释、议论、抒情

。2003年的“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则辩证地设置了

话题，突出了对学生理性思维和认识水平的检测，切实体现

了“立意自定”的写作要求，允许考生独抒己见。 2004年高

考分省自主命题，一下子涌现出十四道话题作文（另一题为

北京卷的命题作文“包容”）。从话题思想内容的指向看，

更加注意对人的关注：或指向人的内省，或指向人的处世，

或指向人的生活状态，或指向人的精神发展，或指向人与环

境，或指向人的思维方法、思想方法、价值判断和哲理思辨

等。尤其是全国卷的四道试题（“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意见

”“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

“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以及重庆卷的“自我认识与他人

期望”、辽宁卷的“平凡与自豪”、天津卷的“材与非材”



、湖北卷的“买镜”等，话题贴近人生、时代，关注人的主

体感悟，既注重人格修养，也注重世界观、方法论；既注重

人文关怀，又有理性思辨，也不失对美的追求，充分体现了

话题作文的成熟美。 二、题意作文分析 2005年高考分省自主

命题的范围进一步加大，话题作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开始占有了一定比例。但除了这三种类

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5年高考上海卷、福建卷和

湖北卷的作文题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试题中虽然没有直接出

现明确的话题，但是上海卷提示“需要对当今的文化生活作

一番审视和辨析，并谈谈它们对你的成长正在形成怎样的影

响⋯⋯”这就意味着本题可以转化为“文化生活与我的成长

”的话题作文；福建卷的作文题，从“外观”上看是图画材

料作文，但材料中一组组相对应的“提示文字”（“我规范

”与“我新颖”、“我稳定”与“我多变”、“我周长短，

面积大”与“我周长长，面积小”，等等），却可以看成是

一个个“子话题”；湖北卷提供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

一段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要求考生根据对“这则文字的感悟，自定立意、自

选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同样不在

审题上设置过多的障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比较特殊的

话题作文“出与入”。这三道试题，我们可以称之为“题意

作文”（也可以称为“后话题作文”，因为从本质上看，其

命题特点、写作要求与原来的话题作文还是相通的）。 那么

，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出现的“题意作文”呢？很简单将它转

换为话题作文。下面，我们通过一则例子来加深认识。 阅读

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有个教授做过一项实验：12年



前，他要求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并自由找座位

坐下。反复几次后，教授发现有的学生总爱坐前排，有的则

盲目随意，四处都坐，还有一些人似乎特别钟情后面的座位

。教授分别记下了他们的名字。10年后，教授的追踪调查结

果显示：爱坐前排的学生中，成功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学生

很多。 后来，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新生们说道：“不是说凡事

一定要站在最前面，永远第一，而是说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十分重要。在漫长的一生中，你们一定要勇争第一，积极坐

在前排呀！” 请根据你对上述故事的感悟，自定立意、自选

文体、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我们可把这则

“题意作文”转换为话题作文。转换后的话题可以为“坐在

生活的前排”。 审读题意：“坐在生活的前排”，这是一种

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一种积极向上、不甘落后的心态。它

是“敢为天下先”，它要求自己尽己所能，去争取尽可能好

的成绩，去争取成功，但并不奢望自己一定成功；尽了力就

没有遗憾，更不会后悔。因此，写本题时，首先要准确地理

解题意，把握它的内涵，选取符合话题要求的材料，安排好

文章的结构，表现自己确定的主题。这样一种趋势和方法，

相信2006年高考作文会出现更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