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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看中国变迁

从“战斗的一年”到“读懂中国”

41年来，高考改变了无数学子的人生之路，他们的人生剧本由此翻开新的一

页。高考已经成为人生履历中难以忘怀的记忆。经过高考历练的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的作文题？

41年来，高考不断变革，不断完善，高考政策紧随时代步伐，高考作文亦随之

变化。
回顾历年的作文题， 仿佛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 寻找当年的青春记忆

……

1977年高考作文：
时代拐点，社会足音

“1977年的高考，绝不是一
个常规的教育事务， 而是新时
期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是一个
时代的拐点。”文艺学、新闻学
硕士研究生导师刘路有着深刻
感受。他也是1977年参加高考
的考生之一，对1977年高考作
文题，他记忆犹新。作文题有两
个，其中一个是《给全国科学大
会的一封信》。全国科学大会是
当年4月召开的。 它的召开，预
示着“浩劫”已过去，科学的春
天正到来。全国卷作文题是《我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刘路分析， 面对这两个题
目，广大考生都有千言万语，发
自胸臆、流于笔端的作文，既是
时代的強音，又是真情的流露。

张锐分析， 高考作文题常
常会刺激起全社会的兴奋，总
是与社会的政治生态、 文化取
向、 价值判断擦出最耀眼的火
花。

上世纪80年代高考作文：
折射时代使命,反思与变革

“1980年是我第一次参加
高 考 ， 结 果 没有 画好 这 个
‘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艳茜说，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三

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件，
用‘天翻地覆慨而慷’最能形容
我们当时的感受了。”

“1981年的高考作文题是
读《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
读后感。 这也是我补习后第二
次高考。” 张艳茜说，1981年作
文题目是在长达10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大时代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只要密切
关心国家大事，认真思考，就会
发现这是一篇很容易入手的作
文。

西安市铁一中从教二十多
年的语文高级教师张锐认为，上
世纪80年代初，无论从国家层面
还是社会乃至个人层面，都在客
观、正确地面对现实，对此前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反思
或纠正，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再次
振兴的热望，匹夫有责的社会责
任感。 与之相应的高考作文题，
折射出时代历史使命： 承上启
下、反思与变革。这些都是为整
个国家进入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而做着积极准备。

上世纪90年代高考作文：
文化多元化,关注社会问题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 经济的多元化带
来社会意识、 文化的多元化和
复杂化。张锐说，这一时期，确
立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价值

观、道德观、文化观等成为重中
之重。 与之相应的， 作文题有
1991年的“近墨者黑”与“近墨
者未必黑”的思辨题、1994年的
《尝试》等，命题形式主要为话
题作文。

张艳茜认为， 当时正是中
国许多独生子女长大参加高考
的时候。很多家庭是“独苗”，集
祖辈、父辈的关爱于一身，失去
了在大家庭里各具个性的兄弟
姊妹共同成长的环境，性格、适
应力、亲和力和交流交往能力，
以及知难而上、 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的勇气和气概， 也随之减
弱。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教育学
家们用心良苦， 将对此的思考
运用到了高考作文之中，如
1997年的《乐于助人》和1998
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
战胜脆弱》。

21世纪初高考作文：
时代飞速发展,风格各异

张锐分析，进入21世纪，高
考作文题承前启后， 承前的有
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
植》，启后的有2000年的《答案
是丰富多彩的》、2002年的《心
灵的选择》 等。2004年之前，高
考命题形式以材料作文为主，
之后高考自主命题放开， 命题
形式多样，作文题既有时代性、
文化性、人文性，也有地域性，
风格各异，不一而足。

对此，张艳茜剖释说，进入

21世纪， 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
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
面对问题也很多。 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经济发展就如同一艘
讲求速度在扬帆航行的大船，
在快速发展期间， 由“又快又
好”，调整为“又好又快”，是让我
们冷静思考， 好才是发展的关
键。如何保证多少年都有“好”
的发展态势？教育问题，也就是
人的培养问题是重中之重。

张艳茜觉得2007年陕西的
高考作文题正是在如何“好”上
做文章的。那年是“看图作文”：
一个小孩跌倒了， 周围站着三
个人，分别代表了社会、家庭和
学校，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
事了”。文体自拟，自命标题。张
艳茜觉得，这个作文是学生、家
长以及老师们都应该认真思考
的问题。

从2000年到2008年，再从
2009年到2017年，高考作文丰
富多彩。张锐以为，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壮大， 全社
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依法治国、开拓创新、反腐
倡廉、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等时
代风貌异彩纷呈。 正是在此背
景下， 高考作文题呈现出时代
融合传统、 个体兼及社会的特
点。张锐的理解是，高考作文命
题更贴近时代、 社会和学生实
际， 比如2011年全国卷的关于
中国的崛起；2015年全国卷的
“女儿写信举报爸爸”，是对情、
理、法的权衡考量。 ■据凤凰网

担当大任
和新时代挽手同行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给
考生出的一道思考题。 今年
多份高考作文不约而同包含
了“时代”“青年”等关键词，这
无疑是在这群年轻人的人生
新起点上刻下一个使命：担
当大任，和新时代挽手同行。
踏入考场的那一刻， 意味着
“世纪宝宝”们将目送自己少
男少女的背影远去， 开始以
成年人的身份近距离观察所
处的新时代：物质极大丰富，
文化日趋多元， 人人追求更
美好的生活， 也要面对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是的，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精准画像
和你们的人生坐标， 正如绚
丽的年纪里有诗和远方，但
也要面对狭小的工位和拥挤
的地铁。

但请不要忘记， 在庚辰
龙年伴着新世纪钟声出生的
你们，注定带着时代的期许。
你们的人生黄金期， 与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完
全吻合；你们的成长成才，和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同频搏动。

写给时代的信，绝不会有
去无回。不妨抛一个时光漂流
瓶，给2035年的自己，给那个
看似很远，其实是一眨眼就能
到达的伟大时代。 那时的你，
也许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而欢呼，也许在为推动
了时代的前进而自豪，也许在
为背负着一群人的期许而拼
搏，也许在为挑着一家的幸福
而奋力前行。 这些都可以，但
首先要把汗水和智慧酿成美
酒，装进生命的酒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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