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一卷
结合漫画写作文
全国一卷的作文引起了很大反响，被不少网

友戏称为“高考作文中的网红”。一组漫画共四
幅图：一个孩子第一次考了 100 分，获得奖励；第
二次考了 98 分，得了一巴掌。另一个孩子第一
次考了 58 分，得了一巴掌；第二次考了 61 分，获
得奖励，看图写作题目自拟。

迟子建（著名作家）：这个作文很有意思，难
度倒是不大，一般考生都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发
挥。但这个题目，可发挥的空间，可展现个人想
象力的空间不大。从立意来说，题目不算新颖，
不过作为考题来说，考生应该比较喜欢，很好答，
很贴近考生的真实生活，也有对应试教育的反
思，体现出了积极的一面。考题定位也很准，考
生不容易走偏。当年我高考作文就是写跑题了，
如果有这个题目，或许就不会跑题了。我认为，
考察一个考生，考察他的作文、思辨能力，一个有
无限可能性的题目，让大家有多重写法的题目，
会更容易发挥考生的个人才能。

冯骥才（著名作家）：今年的考题挺有新意
的，作文题目的创造性会比作文的创造性强。因
为现在是读图时代，大量图片给人以愉悦和快
感，适合年轻人；题目本身孩子们也有得谈，因为
这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大人对孩子考分
的在乎，孩子们对分数的反应，这个感受每个孩
子都是独特的。不过这样的作文题比较难促使
孩子挖掘更深一层含义的东西。因为读图都是
快餐时代，都是表层反应，往往深一层的感受和
想法没有，这是视觉时代和网络时代的问题。没
法挖掘深一层的东西，学生另外一种能力很难体
现。总的来说，这个题目很好，很有创意，但希望
明年不要全国各地作文题都是漫画，希望还有别
的新意，并且可以引导学生往深一层思考。

浙江
以“虚拟与现实”为主题。网上购物，视频聊

天，线上娱乐，已成为当下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业内人士指出，不远的将来，我们
只需要在家里安装 VR（虚拟现实）设备，便可足
不出户地穿梭于各个虚拟场景：时而在商店的衣
帽间里试穿新衣，时而在诊室里与医生面对面交
流，时而在足球场上观看比赛，时而化身为新闻
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当虚拟世界中的“虚
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时，是选择
拥抱这个新世界，还是刻意远离，或者与它保持
适当的距离？对材料提出的问题，你有怎样的思
考？写一篇论述类文章。

要求：1.角度自选、立意自定。2.标题自拟。
3.不少于800字。4.不得抄袭、套作。

高考语文一结束，网上就有消息说“杭高的
钟峰华老师猜中作文题了，钟老师今年曾预测可

能有的几个作文命题方向，其中一个是‘信息时
代的忧与喜’”。

昨天快报记者采访了钟老师，他说“不能说
我押中作文题，只是题目方向比较类似。”钟老师
说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但近几
年的浙江高考题都没有涉及，所以觉得今年高考
可能会关注到这方面。

昨天，还有网友发现，2014 级浙江大学本科
新生开学典礼上，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北京
大学校长林建华发言的题目就是《在虚拟与现实
之间》，和今年的高考作文惊人地相似。关于这
篇文章，我们在这里摘录一些——

几天前我看了一部电影——斯派克－琼斯编
导的“她”，讲的是作家西奥多偶尔使用了由操作
系统虚拟出来的萨曼莎，“她”睿智、幽默、敏感，使
作家深深迷恋，不能自拔。这提出了一个严肃而
深刻的命题，在信息和智能高度发达的未来，人们
如何保持和认识自我！尽管这是一部未来洛杉矶
的科幻电影，却让人感到距离我们如此之近。高
度发达的智能信息服务，可以让你在虚拟世界中
纵横驰骋，也可以使你沉迷于虚幻和虚荣，忘却现
实世界的艰辛和应担当的家国责任；可以让你在
转瞬之间，行万里路，知天下事，也可以使你充斥
焦躁与不安，失去理性的独立与判断。

面对既丰富多彩、又鱼龙混杂的未来，我们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内在理性和人文素养，
更需要独立思考，更需要批判精神和决断能力。
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宁愿听信似是而非的传闻，
也没有耐心等待真相浮现；宁愿用网上信息做快
餐式的拼凑，也不愿宁心静气地理性思考。互联
网使世界越来越小，也使信息变得纷繁复杂、混
沌不清，我们的社会是多么需要更多的理性与冷
静，而这正是你们需要在这里学习和磨练的。我
建议大家，多阅读人类千百年沉淀下来的经典名
篇，少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花边传闻；多用批判眼
光审视现成的结论，而不是盲从和迷信所谓的权
威；多花时间参加集体活动，锻炼沟通交流能力，
而不要沉湎在虚拟世界的幻觉之中；更多地去学
习和培养自己“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
决心”，而不是把生命浪费在眼前的急功近利上。

孙昌建（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应该说今
年的材料作文题还是颇有新意的，且非常小心翼
翼地区分了“VR(虚拟现实)”和“VR 设备”，这也
恰恰是题眼所在。但我以为后面的设问大可不
必，或者说是在“提示”考生，你可从“接受”、“拒
绝”和“保持距离”等几个方面任选一点入手，言
之成理即可。

此题的难度在于要让考生对VR或VR设备有
所了解和认知，如果此考生是网络和游戏高手，那
有可能会写得活色生香，如果根本不知VR和VR
设备为何物，简单地传统地以“虚拟和现实”为着眼
点，则可能没抓住此题的本义，但考虑到城乡差别，
男女生差别等因素，我以为只要有理有据，能弄清
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能得较高分数的，但我
还是期待出现佳作。此题不出妙文，还待何时？

上海
谈谈对“评价他人生活”的看法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

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
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
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思考。要
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杨扬（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就题目本身来
说，两个元素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评论”，二是

“他人”，但是要写好还是有难度。不过这个题目
也体现了近年来上海语文教学的方向——培养
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鼓励发表意见。

陈嫣婧（上海市中国中学语文老师、书评
人）：上海今年高考作文的亮点，首先是材料贴合
生活，随着网络，特别是社交软件的兴起，现代人
的私人生活多少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晒照

片，谈旅行，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多少都会涉及
这些内容。所以要不要参与评价他人的生活，怎
么评价，就成为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其次，
这个题目虽然“接地气”，但切入点和提升力却
仍是有的，也就是说，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此外
上海这题其实出得很海派，什么是海派呢？就
是尊重世俗生活，尊重个体的存在和人的矛盾，
这东西虽然看上去很琐碎，其实也可以说是另一
种深刻。”

北京
大作文题为二选一。一个是“老腔”，何以让

人震撼。一个是“神奇的书签”。
1.《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记述老腔的演

出每每“撼人肺腑”，令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
觉。某种意义上，老腔已超越了其艺术形式本
身，成为了一种象征。请以“‘老腔’何以令人震
撼”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要求：从老腔的魅力说
开去,不局限于陈忠实散文的内容,观点明确，论
据充分，论证合理。

2.请展开想象，以“神奇的书签”为题，写一
篇记叙文。要求：表现爱读书、读好书的主题；有
细节，有描写。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卷“老
腔”的题目对学生的考察是多元的，既考语文能
力，又考传统文化知识和阅读储备；同时北京卷
也给与考生充分的选择性，这体现在不同的题材
和选择上，考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相应
的题目作答。

天津
谈谈“我的青春阅读”
请根据下面的材料，写一篇文章。
在阅读方式多元化的今天，你可以通过手

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在宽广无垠的网络空间中
汲取知识；你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悦读”有形
有色、有声有像的中外名著；你也可以继续手捧
传统的纸质书本，享受在墨海书香中与古圣今贤
对话的乐趣⋯⋯

当代青年渴求新知，眼界开阔，个性鲜明，在
阅读方式的选择上不拘一格。请围绕自己的阅
读方式，结合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谈谈“我的青春
阅读”。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标题；2.文体不限（诗
歌除外），文体特征鲜明；3.不少于 800 字；4.不
得抄袭，不得套作。

江苏
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
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人说“有

话则短，无话则长”，无话的时候也要说出自己的
见解。在这个时代，是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
以此为题材，写800字作文。

山东
我的行囊
阅读材料：我的行囊，在人生的路上，行囊里

有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已经准备却没有用到，有
些没准备却用到，有的马上就要用，有的一直陪
你走到最后。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
少于 800 字的文章。要求：1.选准角度，自定立
意；2.自拟题目；3.除诗歌外，文体不限；4.文体特
征鲜明。

全国二卷
语文素养提升大家谈
对于中学生来说，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有三

条途径：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
实践。根据材料，从自己语文学习的体会出发，
比较上述三条途经，阐述你的看法和理由。要求
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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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作文题，你觉得哪篇最难写？
32.3%网友觉得全国一卷的漫画作文最难写
2014级浙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

时任浙大校长、现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言题目就是《在虚拟与现实之间》
记者 姜晓蓉

高考作文，每年都会成为热议的焦点。昨天，全国共有94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语文科目一结束，各省市高考作文题目公布，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昨天，@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起一项调查，高考作文题中，你觉得哪篇最难写？有近一万人参与了调查，32.3%网友觉得全国卷一的漫画作文最难写，24.7%的网友认为

北京的作文题（老腔何以让人震撼、神奇的书签）最难，14.7%的网友认为江苏的作文题（彰显个性还是提倡创新）难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