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
写作。（60分）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
可是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

——老舍《鼓书艺人》（见全
国一卷阅读II）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艾青《我爱这土地》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

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赞美》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
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
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
信息；不少于800字。

全国一卷 试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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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
文作文试题共2道。试题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和

“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
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点考
查语文素养、时代意识与家国情怀，
激发好奇心与想象力，鼓励个性化表
达，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坚持价值引领，紧扣时代脉搏。
全国一卷作文题“民族魂”围绕抗战
胜利80周年纪念主题，从国家苦难的
文学记忆出发，指向可歌可泣的民族
新生，引导考生在情感层面与民族
魂、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全国二卷作
文题“梦的赠予”鼓励考生“敢于有

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引导考
生观察生活与关心他人，思考个人与
时代、社会之间的关联，为中国梦增
添强大的青春能量。

拓宽思考空间，鼓励个性表达。
作文题贴近考生生活，每道题可写的
空间与切入角度都很多，考生既可以
书写时代主题，也可以从自身生活经
验谈起。材料指向既是想象的，又是
现实的，由现实展开想象，由想象观
照现实，为考生打开审题立意的多维
度空间。

注重情感体验，彰显以人为本。
作文题的材料分别选择现代诗歌与古
代诗歌，文字简洁，意蕴丰富。两道
试题均强调文学经典的浸润作用，引

导考生从审美体验出发，归纳联想，
或生动记叙，或深入论证。在数智化
时代，试题聚焦情感体验、积淀沉
潜、实践参与等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
的品质，考查考生的思辨深度，彰显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写作门槛不高，难度梯度合理。
2025年高考两道作文试题精心选材，
言简意赅，不在审题立意上设置门
槛。不同水平的考生结合日常阅读、
历史感悟、生活体验或社会议题都能
找到写作的切入点，都有话可说；但
逻辑清晰、表达真诚、语言流畅的考
生会脱颖而出。

一起来看，2025年普通高考语文
作文命题思路报告——

2025年高考语文
全国卷作文试题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
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为
每个青少年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
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
于圆梦，让每个青少年都为实现中国
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本题围绕

“梦的赠予”设置写作情境，鼓励新
时代的青少年大胆拥有梦，主动分享
梦，自觉传递梦，勇于实现梦。

在“梦的赠予”这一情境中，
“梦”和“赠予”是两个关键要素。
如何理解“梦”？材料开头引用的三
句古诗对此作了提示。这三句诗分别
出自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唐
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宋代陆
游 《十 一 月 四 日 风 雨 大 作 （其
二）》，三首诗均为经典名篇，且都
入选统编语文教材。三句诗有着内在
的层次：“昨夜闲潭梦落花”原诗所
写之境，更多是个体生命对自然之
美、人生之理的观照；“我欲因之梦
吴越”原诗为赠友之作，在自我精神
追求的表达中又明显吐露“求其友
声”之意；“铁马冰河入梦来”原诗
则以一人之身“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风”，所抒发的既是个人之志，更
是家国之思、民族之魂。由此，这三
句诗为考生拉开了一个理解、构思、
表达的空间。它们提示考生注意：

“梦”既有具体性的一面即“梦境”，
又有普遍性的一面，是为“梦想”。
考生在写作时，要注意结合这两方
面，从个性化的梦境中发掘普遍的意

义，或将宏大深远的梦想寄寓于生动
可感的梦境之中。

“赠予”是本试题写作情境的又一
个关键要素。赠予作为一种日常行为，
考生并不陌生，但与“梦”结合，就带有
浓厚的想象性质。考生在写作中，需要
注意“梦的赠予”这一情境的想象性，
而想象力的发挥，又恰恰需要基于日
常经验，审视“赠予”的核心意蕴：赠予
包含着施赠者、受赠者和礼物，礼物的
流动在“我们”与“他人”之间建立了某
种先前未有的联结。材料提示考生注
意，在将梦赠予他人之前，我们“讲
述”“记录”“实现”……的都还是

“自己的梦”，正是通过“赠予”，梦
不再仅仅是我们之事，而也成了他人
之事，成了对于“他人”来说的“自
己之事”。考生在写作时，需要注意
通过“梦的赠予”实现“我们—他
人”的联结，不仅心中有梦，而且心
中有他人。

考生还需要注意材料所提示的
“梦”的独特意味。其一，梦中有
“感受和期冀”，梦并非抽象概念的逻
辑运作，而是关联着人的精神世界的
多个层面；其二，梦的独特又在于其
个性化，在于梦和做梦者个体生命的
紧密交织，在于梦呈现的是“我们
的”感受和期冀；其三，梦是一种行
为，是“做梦”，是向着未来开放
的，能够以无拘无束的想象突破藩
篱，“打开更浩瀚的天空”。

本题由现实展开想象，由想象观

照现实，为考生打开审题立意的宽广
空间。考生可以讨论当我们能够将梦
赠予他人，“世界将会怎样”或“我
们将会怎样”；也可以从材料所引三
句古诗生发开去，辨析“有的梦宜于
独享，有的梦宜于赠友，有的梦应为
整个民族共有”；还可以将重点落在
深入发掘梦的某一方面特质上，如梦
对我们深层情感的揭示，梦对我们过
往经验的再现，梦对我们未来行动的
激发，等等。考生可以偏于议论，也
可以借叙事展现思考、抒发情感；只
要基于“梦的赠予”这一情境展开，
就在本试题的立意范围之内。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 提出，学生要留
心观察社会生活，丰富人生体验；要
在表达与交流中运用联想和想象，丰
富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理解。统
编语文教材在包括写作在内的多个板
块均设置了相关的学习活动，引导考
生关注现实、思考人生，展开联想和
想象，理解个人与时代、社会之间的
关联，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与体验。
本题体现了对课程标准和统编教材的
呼应。试题的中心情境“梦的赠
予”，既新鲜活泼，又富于生活气
息。基于这一情境展开写作，既可以
极大地激活青少年活跃的想象，充分
打开写作的议题空间，又可以充分调
动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积累的丰富经
验，引导他们写出真情真意，避免泛
泛而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题所选
三则材料均与抗战有关。

材料一来自本试卷阅读II第一个
文本《鼓书艺人（节选）》，这是老
舍反映抗战时期传统艺人追求新生活
的一部长篇小说。材料中的“他”即
主人公方宝庆。面对受苦受难的孩
子，方宝庆百感交集以致“开不了
口”，既反映了他对孩子的疼惜，也
展现了历史洪流中一个普通人的坚韧
与温情。

材料二来自教材，艾青《我爱这
土地》为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诗歌单
元的篇目。即便学生记不下全诗，单
看所选诗句与诗题也能发现，这是讴
歌“土地”的诗篇，诗人以鸟自比，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嘶哑的喉
咙”抒发出诗人饱受磨难也依然对这
土地爱得真诚、爱得执着的情感。

材料三是穆旦诗作《赞美》中的
名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直接指
向民族新生，意思非常清晰。值得注

意的是“我”“你们”“带血的手”：
“我”“你们”都是民族群体的一部
分；而“带血的手”这一意象，寓指

“起来”过程中的艰辛抗争与不屈的
精神。

材料一反映抗战，材料二、三写
于抗战期间。材料虽然没有直接提及
时代背景，但通过文本的关联性暗
示，自然引出对民族精神传承的思
考。考生可以从三则材料中找到感触
最深的点展开议论、记叙或抒情。本
题在立意上并未设置门槛，民族苦难
与民族复兴、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
普通人的坚守、民族脊梁等等都在可
写范围之内。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
际，重提这些主题，既是纪念，对学
生也是很好的教育。需要注意的是，
三则材料各有侧重，也相互交织，对
任何一则材料的深入体会，也一定会
涉及其他材料的内涵。如材料一，虽
然写的是方宝庆无力开口的细节，但
面对孩子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与材
料二诗人的歌唱，其精神内核是一致
的。考生也可以思辨三则材料的内在

关联，回望历史、继往开来，对个体
与集体、平凡与伟大、苦难与希望、
历史与未来等关系进行深度思考，表
达对民族魂丰富意蕴的深刻感知。

本题注重传情达意，无论议论、
记叙、抒情，还是史论、评论、杂
感，乃至创作、非虚构写作……都要
真正做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写作不只展现理性的力量，更需
要“走心”。情感体验、积淀沉潜、
实践参与，这些都是数智化时代不会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品质。三则材料
中，细节的书写、鸟的意象、带血的
手，注重内容的真诚性与独特性，用
精准的语言、富有节奏感的文字、典
型的细节、可感的形象传递真情实
感。这种设计也是对“为赋新词强说
愁”写作痼疾的反拨，回应了语文教
育中“真实表达”的核心诉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为一个
民族已经起来！”试题的设计也正是

“民族魂”的语文表达！

设 计 思 路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
写作。（60分）

“昨夜闲潭梦落花”“我欲因
之 梦 吴 越 ”“ 铁 马 冰 河 入 梦
来”……梦往往以一种独特的方
式呈现我们的感受和期冀，为我

们打开更浩瀚的天空。我们也常
常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梦，用文字
记录自己的梦，以行动实现自己
的梦。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将梦
赠予他人……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
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
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
信息；不少于800字。

全国二卷 试题内容

来源：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设 计 思 路

2025年高考作文题
折射语文教育哪些新趋势？

6月7日，2025年高考大幕拉开。语文科目
考试的作文题再次引发关注和讨论。

今年作文题有哪些突出特点？折射出语文
教育的哪些新趋势新导向？“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多位专家和一线教师展开解读。

2025 年高考语文共有 5 套试
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
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 2 道作文
题，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北京
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坚持价值
引领，紧扣时代脉搏，彰显学科特
色，重点考查语文素养、时代意识
与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国
一卷作文题选取了三段和抗战有关
的材料，将考生的视线拉回到那段
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发对民族
精神传承的思考。

此外，全国二卷作文题鼓励考

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天津卷
以大家熟悉的车轮、辐条等为意
象，推动考生思考向心力、凝聚
力对个体成长、事业发展的重要
意义。

“坚持立德树人，这些试题注
重引导考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家国情怀，可以激发新时代青年
勇于担当的力量。”中国教育在线
总编辑陈志文说。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今年
高考作文题的另一亮点。

例如，上海卷作文题围绕专业
文章、通俗文章、传世文章展开，
与当下的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北京
卷则从运动员中长跑时会出现的

“极点”反应，以及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比赛记分牌、车站电子时
刻表等角度出发命题。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与考
生的日常经验比较贴合。”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分析表示，“当
前，传播手段非常丰富，许多网
络文章被广泛转发，不少经典作
品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这个
角度来看，学生若对当前文化传
播有一定程度了解，便可以打开
思辨空间，写出言之有物的文
章。”

在专家看来，这些题目的材料
指向既可以是现实的，又可以是想
象的，由现实展开想象，由想象观
照现实，考生可以从自身生活经验
谈起，切入的角度很多。

考查重点：
语文素养、时代意识、家国情怀

深入分析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不少专家认为，在数智化时代，
试题更加聚焦情感体验、日常积
累、实践参与等无法被人工智能
取代的特质，注重考查考生的思
维深度。

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的三则材料
各有侧重，又相互交织，对任何一
则材料的深入体会，都会影响对其
他材料内涵的认知；上海卷作文题
中，“专”“转”“传”三个字的意
义，则可以体现考生对古汉语的思
辨性理解……

“题目不教条，对考生的思维

逻辑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都提出了
较高要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王宁说。

不仅拓宽思考空间，同时注重
情感体验。

为老师设计教师节奖项、以
“轻”为题目写作小诗或抒情文
字，北京卷的微写作直指生活小
事、细微体验；向别人讲述自己的
梦、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梦、以行动
实现自己的梦，全国二卷作文题则
引导考生把笔端对准“自己”……

把笔还给人，我手写我心。
“写作不止展现理性的力量，更需

要‘走心’。”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试题注重内容
的真诚性与独特性，要求考生用富
有节奏感的文字、典型的细节、可
感的形象传递真情实感，回应了语
文教育中“真实表达”的诉求。

在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组
组长李奇看来，今年的作文题既考
查语言功底与思维深度，又为考生
提供展现个性、抒发真情的舞台，

“有利于展示不同思维状态、不同
思想水平学生的纵深思考，让有洞
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让模式化的
表达无处藏身。”

考查能力：
让有洞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让模式化的表达无处藏身

折射导向：
减少机械刷题、鼓励创新表达、促进全面发展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可以折
射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和
趋势。多位受访专家和一线教师认
为，今年的作文题同样为未来一段
时间的语文教育提供了新参考和新
导向。

衔接教学，促进课堂提质

在有关专家看来，以作文题为
代表的2025年高考语文试题注重
与教材的关联，致力于引导一线
教学用好统编教材的同时学以致
用。

例如，全国一卷作文题的第二
则材料选自艾青的名篇《我爱这土
地》，这首诗正是统编教材九年级
上册的篇目之一。专家认为，这类
试题要求学生在重视课堂学习的同

时，做到对课内教学内容融会贯
通，扭转机械刷题、以练代学的不
良习惯；也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开展
深度教学，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表达

纵观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不
少专家发现，越来越多题目不在审
题立意上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
激发考生活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打开审题立意的多维空间。

“从中也反映出语文教育的趋
势是引导学生创新思维，大胆联想
和想象。”李奇说，“这启示一线教
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苦
练苦背型学习，转向探究运用型学
习，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整合力、
思考纵深度。”

提升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从古代诗歌到现代诗歌，从观
察生活到深入论证，专家表示，今
年的作文题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
了新要求，引导学生不断提升阅读
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实现
全面发展。

在柳州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朱秋清看来，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对
学生综合能力要求较高。“未来的
教学实践中，我们既要帮助学生打
牢基础，也要引导他们更加关注现
实、思考人生，充分调动他们在学
习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让学生可
以在课堂教学、日常阅读、历史感
悟和生活体验中实现更加全面的发
展。”

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