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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2023年高考拉开大幕。和往年一样，
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依然受到广泛关注。

2023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中，4道由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分别为全国甲卷、全
国乙卷、新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天津、上海
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及1篇微写作。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亮点？注重考
查学生的哪方面能力？折射出语文教育的
哪些新趋势？“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
家进行解读。

主题突出
注重培根铸魂，厚植家国情怀

注重立德树人、传承传统文化、紧扣时
代脉搏，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方向。

对此，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力争以文育人、以文
化人，鼓励学生在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
过程中厚植情怀、锤炼品德、砥砺心志。

其中，全国乙卷点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时代命题；北京卷以

“科技为经济发展续航”为例引导考生关注
经济社会发展；新课标Ⅰ卷的“故事的力
量”，可以从新时代中国故事“主讲人”角色
出发，探讨如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生
动的中国形象。

专家认为，2023 年高考作文题注重引
导考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提
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彰显家国情怀是近年来高考作文命
题的一大特点，今年的全国乙卷、新课标Ⅰ
卷、北京卷、天津卷都体现得比较充分。”浙
江省衢州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胡欣红说。

全国甲卷提出“时间”“技术”两个关键
词，简洁的导引文字引导考生思考人的主
体性；新课标Ⅱ卷引导考生思考“自己的空

间”之意义内涵，鼓励青少年勇敢面对成长
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上海卷则针对“好奇
心”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看起来是在讨论‘好奇心’，实际是引
导学生积极面向陌生世界，探索其中奥秘。
这种探索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又富于人
文意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王希明说。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是今年高考作文
命题的一大主题。

新课标Ⅰ卷“故事的力量”，考生可以联
想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苏武牧羊、木兰从军
等故事带给自己的启发。天津卷选用一副对
联，引导考生立足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程，
针对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修身
处世的滋养、从革命先贤身上汲取成长的智
慧与力量等方面进行个性化写作。

专家表示，试题命制旨在引导广大青
少年勇于创新、勇于思考、勇于实践，在新
时代扬帆起航，笃志前行。

考查重点
强调逻辑思维，提高思辨能力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2023
年语文试题加大了对思维品质的考查力度，引
导考生提升逻辑、形象和科学思维能力。

比如，全国甲卷作文材料文字精到、发
人深思，需要考生从话题出发，结合个人体
验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分析、归纳、反思
相关现象，凝练成自己的观点，再寻找并使
用恰当的证据支撑观点。

“试题材料非常简洁，要求考生调动联
想、迁移、推理等能力，发现问题、找准问
题、形成观点、展开论证。这其中需要的探
究精神和独立批判意识，是高中生的必备
品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申继亮说。

上海市嘉定一中语文高级教师倪超

说，今年上海作文题延续多年来的命题风
格，语言平实，具备足够的开放度，每个考
生都有话可说。如何在貌似友好的审题中
形成具有批判性、独创性的立意角度，对考
生具有一定挑战性。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看来，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考生能否更加
全面地发现和思考问题，也提供给考生展
示思维深刻性、灵活性、批判性的舞台。

北京卷以“续航”和“亮相”两个二字词
作为题目，新课标Ⅰ卷围绕“故事”作文，天
津卷以一副对联作为材料。专家认为，这些
题目材料限制少，思考空间大，十分适合展
现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水平。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解题”的过程正是思维展开的过程，也是
学习的过程。学生对作文材料的立意阐释，
在文章写作中应转化为对鲜活事例的展
现、对丰富事实的分析。事实材料在心中涌
现、筛选并经语言文字外化的过程，也是内
在思维的碰撞过程、情感的激荡过程。

“这些题目的主题，都是学生曾经思考
过或应该思考的，需要考生唤起自己的生
活经验，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表达。”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桂华提示，少一些空泛
议论，多一些典型事例，多一些真情实感，
立论才有依托，文章才能真正打动人。

折射趋势
引导深入思考，提倡真实表达

多位专家认为，纵观近年来高考作文
的命题趋势，可以发现作文题更加立足学
生生活，注重语文实践。由此也折射出语文
教育发展的一些重要趋势。

——贴近学生生活、突出人文教育。
郑桂华表示，今年的作文题目题干简

洁、要求清晰、张弛有度，体现出语文教育

的人文关怀。
从 2020 年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

画好像”，到 2021 年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
有为”，再到今年新课标Ⅱ卷“青少年自己
的空间”……在专家看来，近年来，语文作
文题与青少年生活和心理更为贴合，有助
于学生更好表达所思所想。

“作文试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便于
考生展开思考与联想，写出具有真情实感
的文章。”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
组组长李奇说。

——深入阅读、延伸思考、个性写作。
今年新课标Ⅱ卷作文是读写结合类型

的作文题，即根据试卷内其他模块材料，衍
生出相关作文话题，写作与卷内其他模块
材料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对话性。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指出，
读写结合类试题是首次在高考全国卷中正
式使用，所以只和其他模块材料进行弱关
联，避免阅读障碍造成审题立意困难。透过
这一题型，可以看出语文教育越来越注重
阅读、写作、思考相结合，这也为接下来的
语文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

——灵活运用知识、培育核心素养。
在专家看来，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

课程，近年来，语文作文试题不在审题立意
上设置门槛，更加注重展现考生的综合素
养，鼓励个性化表达。

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近年来的
高考语文作文告诉学生们，要想取得好成
绩，必须勤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张云佳
表示：“结合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我们在未
来授课中，既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
能力，也应注重开拓学生的视野，将培育核
心素养融入教育教学的同时，更好鼓励学
生勇于发现问题，勇于探索表达自我。”

（据新华社电）

2023年高考作文题，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我省共有 27所高校的 159门课程入选，其中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
等 5 所高校入选课程数都超过 10 门，闽江学院、三明学院、武夷学
院等 11所高校为首次入选。

本次我省入选数量、覆盖范围、地方高校入选占比等方面均
创新高，其中线上一流课程 32 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19 门，线上线下混合一流课程 53 门，线下一流课程 42 门，社会
实践一流课程 13 门。至此，我省在两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
定中入选课程总数达 350 门，覆盖教育部五大类“金课”全部类
型。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
学等 5 所高校入选国家级一流课程两批总数位居全国高校前
100 名之列。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公布

我省高校159门课程入选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秋萍 陈景彬 文/图） 中国电视剧名家福
建故事（龙岩）采风行活动日前走进永定。14 名业界著名制片人、
导演、编剧、演员以及头部影视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此行为他们
日后的影视创作提供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助推更多优质电视剧项
目落地福建，提升福建电视剧产业的影响力。

采风行活动由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龙岩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在永定，电视剧名家先后前
往湖坑镇洪坑土楼群、南江村和下洋镇胡文虎纪念馆（虎豹别
墅）、中川古村落、初溪土楼群，了解客家民风民俗，领略世遗土楼
的迷人风光，追寻耕读传家的文化脉络，品味客家土楼文化独特
的魅力。

“土楼人家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我们要写老区
不老焕发青春，写老区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美丽乡村，把
家园建设得更好，写红军精神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中国广播电视
协会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金韬透露，他带领的团队
设计策划了一部电视剧《你好汀江》，已纳入闽派电视剧的重点项
目，另外还有一部电视剧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

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杨玉冰表示，闽西的客
家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都非常浓厚，给电视剧创作生产提
供了很多宝贵的素材，“希望能做出一些反映客家文化的优秀影
视作品”。

据了解，全国电视剧名家一行还将深入上杭、长汀等地开展采
风活动，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体验特色文化元素，积累闽味题材电
视剧的素材。

题图：电视剧名家在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了解当地乡村振兴
建设成果。

电视剧名家在闽西采风

9 日，2023 福州市中医药文化进校园项目启动仪式在福州教
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举行。接下来，福州市中医药学会将成立健康
科普专家宣讲团，并举办中医药文化课堂等活动，推动中医药文化
进入校园。 郑丽娜 摄

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据新华社上海6月10日电 正在举办的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10 日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幕的 2023“一带一路”电影周
精彩纷呈。

中国影片《雪云》、匈牙利影片《六周》、以色列影片《瓦莱里娅
要结婚了》、墨西哥影片《时间定理》、意大利和法国合拍片《蜂
鸟》……8 部色彩斑斓的世界电影新作，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电影周入围影片亮相。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活动中，20 部中外电影佳

作将与观众见面，展现各国缤纷的文化、多元的文明，展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风土人情，让中外观众在电影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体会
世间百态。

“电影是生活和梦想的展示，人们渴望通过电影来推动更多更
深入的交流。各国电影人也同样渴望创作更多能展现‘一带一路’
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佳作。”今年受邀担任“一带一路”电影周宣传
大使的电影人雷佳音说。

数据显示，由上海国际电影节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电影节
联盟不断“成长”、快速“扩容”。随着哥伦比亚波哥大电影节与布基
纳法索瓦加杜古泛非影视节的相继加入，“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已从 5 年前的首批 29 个国家、31 家电影机构，发展到如今 48 个国
家、55家机构参与的规模。

“一带一路”电影周启幕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扩容至48国

10 日晚，青春版越剧《玉蜻蜓》在福建芳华越剧院上演。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尹派”五大经典传承剧目
之一，《玉蜻蜓》自上世纪由尹桂芳先生首演后，在芳华越剧院
已传承了四代。 本报记者 陈尹荔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10日，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
导，省戏剧家协会、省曲艺家协会、南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的“古韵新声”南平市传统戏剧南平南词戏非遗项目展在福
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展。

展览在南词传统坐唱《天官赐福》中拉开序幕，南词传统
折子戏、南词说唱、南词戏曲乐舞等表演，生动展现了南平南
词戏主动融入现代生活的转化创新成果。

此次展览展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平南
词戏的前世今生，包括历史源流、唱腔曲牌、传统班社、器乐行
当、剧种特色、重点剧目、突出成果等，其中还有首次公开的南
词内部档案资料。

南平南词戏非遗项目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陈景彬 张河斌

文/图） 6 月 10 日是我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当日上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龙岩市政
府主办的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
动在永定土楼客家民俗文化村启动。

活动现场，进行了原生态客家山歌《客家山歌万
万千》、客家风情歌舞《谜语山歌》（下图）等表演，为 3
个福建省“第二届最美文物守护集体”和 5个“第二届
最美文物守护人”颁奖，并举行了《八闽物语——福建
不可移动文物精粹》图书首发仪式、广州市天河区·龙

岩市永定区共建“筑梦世遗土楼 追忆红色血脉”文物
主题游径签约仪式。

据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保护
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
持续发展”。本次活动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了专题展览、非遗展演等一系列广大群众喜闻乐
见的宣传展示体验活动，展现福建文物事业发展的非
凡成就和文物工作者的昂扬风采，突出文物主题游径
建设，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活化利用，营造全民共
同参与保护遗产的良好氛围，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2023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动在永定启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动在永定启动动

本报讯（记者 张辉） 10 日，福州市
林业局、长乐区政府在闽江河口湿地，举
办以“多彩的地球 多样的生命”为主题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

记者从活动上获悉，我省现有 5处世
界遗产，包括武夷山、福建土楼、中国丹
霞——泰宁丹霞、“鼓浪屿：历史国际社
区”以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数量居全国第二。同时，我省是
全国世界遗产类型最齐全的省份之一，

涵盖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等类型。

去年，“福建闽江河口湿地：海、陆生
物地理区划过渡带”列入世界遗产预备

清单。申遗地范围包括福建长乐闽江河
口国家湿地公园、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马尾闽江河口湿
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福建省长乐海蚌资

源增殖保护区等 4个保护地。
闽江河口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

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是多
种全球濒危物种的关键栖息地，累计观
测到鸟类 313 种，其中 5 种在《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
极危等级。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自然人文印象图
片展、小学生写生作品展、非遗与自然宣
传展、低碳健身骑行等活动。

闽江河口湿地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

我省世遗数量居前、类型齐全

已进入世遗已进入世遗““预备队预备队””的闽江河口湿地的闽江河口湿地 陈云陈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