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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2024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随着第一门
考试科目结束，高考作文题引起人们热议。

人工智能、“嫦娥四号”、“自定义”……今年的作
文题涉及领域广泛，贴近当下实际。它们有何突出
特点？意在考查什么？背后蕴含什么样的教育导
向？“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名专家和一线教师进行
解读。

突出特点：时代性、开放度

2024 年高考语文共有 6 套试卷。教育部教育考
试院命制全国甲卷、新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的 3 道
作文题。天津、上海各命制 1 道，北京命制 2 道及 1 篇
微写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作文题不在审
题立意上设置门槛，让不同的学生结合生活体验或社
会议题都能找到写作切入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个性
写作，助力创新人才培养。

新课标Ⅰ卷作文题“答案与问题”聚焦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发展、新课标Ⅱ卷“抵达未知之境”将太空探索
融入题目、北京卷讨论中华经典“历久弥新”……专家
反映，看到作文题，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今年的作文题时代性鲜明。互联网时代科技迅
猛发展，人文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作文题很好地捕捉
到了这一点。”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说。

命题简洁、意蕴丰厚，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
比如，新课标Ⅰ卷作文题材料 48 字，全国甲卷材

料53字，上海卷题目一共才64字。
“简约的作文题干凸显关键词，让考生快速抓住要

害，减少构思阶段的纷扰，便于快速破题。”浙江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童志斌分析说。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今年作文题聚焦的关键
词。北京卷的“打开”、天津卷的“自定义”、上海卷的

“认可度”，都与个人体验息息相关。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这些试题设计

具有开放性，让擅长不同文体的学生都能有发挥余地。”

考查重点：思辨力、怀天下、真表达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介绍，今年作文命题
希望学生针对特定现象去观察、归纳，凝炼想法、提出
问题，体现思维的形象性、深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

例如，全国甲卷作文题探讨的“相处”“交流”“相
遇”是青少年成长中人人要面对的问题。这一话题能
够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话想说、有话可说。

“好的作文题应该具备亲和力、伸缩力、思考力，贴
合学生的身心规律和生活实际，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
展开真实贴切的思考。”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组组
长李奇表示。

“嫦娥探月等重大科技新闻进入作文题，说明考题
与当下热点的贴合度很强。”合肥一六八中学语文学科
主任黄艳艳认为，今年作文题提示广大考生要胸怀天

下，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更多关注时代变迁。
融合科学与人文、个人与社会，意在强化对创新人

才潜质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这些作文题聚焦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着力考查学生
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
知的兴趣，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解决真实问题，学会
沟通、善于表达。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处主任高嵩博认
为，这提示考生要注重夯实基础关键能力，减少刷题、
押题等套路化训练，真正感悟语文魅力，学会表达自
我。

教育导向：考教衔接、全面发展

在专家们眼中，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是语文教学
的“风向标”。从关注个人成长到关注科技发展，从强
调理性思辨到强调个性表达，今年题目蕴含的教育观、
成长观、发展观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树立学用相长的教育观——
专家普遍认为，近年来包括作文题在内的高考语

文题目充分体现了考教衔接的命题思路，引导教师和
学生更加注重课堂学习。

“新课标Ⅰ卷的作文题与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单元有很强联系，这提示我们
在教学中应以教材为主，应教尽教。”浙江临海市回浦
中学特级教师张永飞说。

引导理性健康的成长观——
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大多为“05 后”，这一

批学生在日常交流中普遍更为直接、更有个性。通过
作文鼓励他们“我手写我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
是当前作文题命制的重要任务。

“纵向比较近几年高考作文题，能很明显感觉到，
作文题引导学生既要有宏大的外部视野，也要有对人
的发展、青年生存状态的观照。”李奇说。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作文题关注学
生成长中的困惑，鼓励他们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引导他们通过坦诚交流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树
立理性的成长观。

强调开放创新的发展观——
写作能力背后有思维能力。专家表示，今年的作

文题强化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考查，引导学生提升
思维品质；增强试题的开放性设计，旨在引导学生增强
创新意识，培育创新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来，今年的作
文题提示学生，学习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与现实、
远方有密切联系。超越机械学习，保持对外在世界和
内在自我的感知，就能更好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既答
好高考作文题，也答好人生的命题。

（记者徐壮、杨湛菲、俞菀、吴晓颖、周畅）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2024高考作文：

6套题中有何深意？

6月7日，
在北京钱学森
中学考点外，
考生们等待进
入考场。新华
社记者 张晨
霖 摄

新华社上海6月7日电（记者贾远琨、狄
春）6 月 7 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靠泊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这是它自
今年1月1日首航以来，完成的第37个航次，
游客数已超过15万人次。

“自首航以来，几乎每个航次都有约
4700 名游客，单船游客量最高峰出现在 5 月
份，有的航次甚至超过 5000 名游客，火爆程
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爱达·魔都号”船长
潘尼克说。

“爱达·魔都号”带火了邮轮市场。上海
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队长史灏介
绍，今年截至目前，包括“爱达·魔都号”在内，
已经有 5 艘大型邮轮在上海母港运营，出入
境旅客超过51.6万人次。

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
兵介绍，中国邮轮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全产
业链发展道路，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推动综合
能力建设，有别于以往的邮轮“过路经济”，而
是真正让邮轮产业能够落地生根，形成邮轮
产业发展的“中国范式”。

除“爱达·魔都号”外，国产第二艘大型邮
轮建造进入加速期。接下来，爱达邮轮船队
不仅将继续丰富航线网络，包括中国至东南
亚国家的邮轮航线，海上丝绸之路邮轮航线
等，为游客提供长、中、短相结合的多样旅行
度假选择，还将继续丰富产品谱系，打造符合
市场需求的大中小型邮轮船队。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宋晨、温竞
华）“咔嚓”，拍照合影，月背“打卡”。

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的合影记录了
人类探索月球的重要一刻，那拍下这张照片
的“摄影师”又是谁呢？

答案是嫦娥六号携带的“移动相机”——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月面自主智
能微小机器人，它可以在月球表面自主智能
移动。在嫦娥六号奔月和落月过程中，这台
小机器人一直被悬挂在着陆器的侧板外。

当嫦娥六号完成月背采样后，这台小机
器人自主分离到月球表面，自主移动到合适
的拍摄位置，自主选择拍摄角度并构图、进行
成像位置的智能优化，最终拍摄了这幅着陆
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在月球背面的第三视角真
实图像。

同样作为可以在地外天体表面行走的移
动平台，月面自主智能微小机器人与“玉兔
号”月球车有哪些不同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介绍，从体
量上看，“玉兔号”月球车相当于两个成年人
的重量，而这台小机器人要小得多，仅有约5
公斤，但功能却很强大，其自主智能水平显著
提升，硬件的高集成轻量化特点突出，是研制
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集智攻关的结果。

合影已成经典。更重要的是，这一创新
实践标志着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向自主智能
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将对未来的月球科考产
生积极影响。

揭秘为嫦娥拍照的
“摄影师”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游客突破
1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