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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n public at-
tention. In composition, high-score composi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focus, and how to obtain high 
scores in the composition section is the difficulty for candidat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re li-
terac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also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e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question type, content and writing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st questions of the Sichua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Start-
ing from the case of high score composition, the standard of high score composition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f high score writing were proposed from the four dimen-
sions of core literacy of language subjects such as language, thinking, aesthetic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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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考语文中，作文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作文中，高分作文更是焦点中的焦点，而如何在作文板

块中取得高分是考生的难点。在语文核心素养的背景下，高考作文也越发强调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

因此本文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对近十年来四川高考语文作文试题的题型、内容以及写作要求进行了分析，

又从高分作文案例入手，探讨了高分作文的标准，最后从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四个维度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高分写作应对策略。 
 
关键词 

语文核心素养，高考，写作试题，高分策略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7 年我国颁布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核心素养是其中的重点，主要包括了语言、思维、审美、

文化等四个重要维度方面的内容[1]，而这四个维度均与作文密切相关。纵观近十年四川高考作文试题，

也越发强调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自 2006 年四川开始自命题，2013 年进入新课标，2016 年又回归全

国卷，面对这样的趋势，广大四川考生还处于适应之中，在作文板块中取得高分也一直是学生的难点。

对此，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对近十年来四川高考语文作文试题的

题型、内容、写作要求等进行分析，把握其中所蕴含的核心素养，再从高分作文案例入手，得出高分作

文高分的标准，并提出高分写作应对策略。 

2. 四川高考作文试题分析 

语文高考愈发重视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这一点在近些年的高考语文作文试题中也越来越明显，

而自 2016 年起，四川高考语文开始采用全国卷三，也称全国丙卷，因此四川省的高考语文作文试题，2009
年~2015 年为四川卷，2016 年~2019 年为全国卷三。下面将从高考作文试题的题型、内容、写作要求等

方面对 2009 年~2019 年四川高考作文试题进行分析，梳理其特点。 

2.1. 试题题型以材料作文为主 

从表 1 可看出，除 2009 年、2011 年的命题作文和 2017 年的材料加半命题式的作文外，其他年份的

作文试题均为材料作文，相对于以往四川卷的命题作文来说，材料作文对学生写作素养的考查较全面，

不仅考查学生对材料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也考查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

地立意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充分体现了新课标所提出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需要在真实的语文学习任务

情境中进行综合考查[1]。而材料作文在历年全国卷中一直是其作文命题的主要形式，但自 2006 年起材料

作文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不能脱离材料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最佳立意的旧材料作文，而是能从多方面、

多角度立意的新材料作文，相对于旧材料作文来说，新材料作文试题明显更趋开放和多元。正如马兰所

提出的，自 2006 年高考全国甲卷和乙卷出现新材料作文起，到 2012 年 6 年间的全国课标卷的作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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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新材料作文[2]。2012 年课程标准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使用，2013 年四川省加入新课标高考，而自

2012 年始，新材料作文也逐渐成为四川省高考作文命题的主流形式，所以在四川还处于自命题时代时，

就已经紧跟新课标的步伐。 
 

Table 1. Summary and question types of composition test questions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9 
表 1. 2009 年~2019 年四川省高考作文试题概要及题型 

  年份 题目概要 题型 

2009~2019 年 
四川省高考 
作文试题 

四川卷 

2009 年 熟悉为题写一篇文章 命题作文 

2010 年 由点线面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材料作文 

2011 年 总有一种期待为题写一篇文章 命题作文 

2012 年 手握一滴水 材料作文 

2013 年 过一种平衡的生活 材料作文 

2014 年 人只有在站起来后世界才属于他 材料作文 

2015 年 我看老实与聪明 材料作文 

全国卷三 

2016 年 关于创业的故事 材料作文 

2017 年 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 材料+半命题 

2018 年 三条标语 材料作文 

2019 年 漫画：毕业前的最后一节课 材料作文 

2.2. 试题的内容丰富多元并呈现出新特点 

对于材料作文来说，试题的材料是试题的灵魂，同时材料也是沟通考生和命题者的桥梁，考生通过

对作文材料的阅读和分析，可以从中窥探出命题者的意图，把握其中的主要内容，更好地展开写作。通

过分析近十年来四川高考作文试题可发现，除 2019 年的漫画材料外，其余年份均为文字材料。而试题材

料的内容是丰富和多元的，既有反映社会和个人的生活的，如 2016 年小羽创业的故事、2017 年的高考

热点、2018 年的三条标语和 2019 年的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也有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但这一类的材料比

较少，就只有 2012 年选自作家聂沛的诗集《天空的补丁》中的一首短诗《手握一滴水》。还有的是一些

充满哲理的理论观点型材料，如 2010 年论点线面的关系问题、2014 年的站起来和 2015 年的老实与聪明

的辩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以前的四川卷选材更多的倾向于一些哲理性的材料，而全国卷的材料更偏

向于直接取材于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因此相对于四川卷来说，全国卷作文题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1) 关注社会热点，彰显时代精神 
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不可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而全国卷作文试题就将个人置于社会的这个

大背景，让考生从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2016 年的小羽创业的故事是“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一个缩影，2017 年我看高考迎合了高考四十周年这一重大社会热点，2018 年三条标语向我们

展示了中国的发展，这相对于以往四川卷更关注自我来说，全国卷近几年把焦点放在关注社会现实，关

注时代特色，充分体现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 
2) 紧贴实际生活，提倡真我表达 
分析历年全国卷三可知，2017 年的“我看高考”和 2019 年的“毕业前的最后一课”，我们对此并

不陌生，因为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因此这一类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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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将考生置于真实的情景之中，使得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有感可发，由于每个人对此的体会是不一

样的，考生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自身最真实感受。 
3) 既强调思辨性思维，又关注抒情性思维 
思辨性思维一直是高考作文强调的重点，无论是四川卷还是全国卷三的作文材料都充满思辨，都在

引导学生能对材料进行剖析，从材料的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并表达出最佳的观点和态度。但莫羽在分

析 2019 年的全国卷三时指出：“今年的高考作文思辨思维弱化，转向真情实感的表达”[3]。对于这一类

的作文材料，考生更容易写成抒情类的文章，而在之前的 2017 年的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的作文

也关注抒情性思维，考试可以叙述自己的经历，抒发自己的情感。 

2.3. 试题写作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 

写作要求是作文试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阅卷者评分的重要考量，只有落实了这些基本的要

求，作文才会有理想的分数。分析来看，无论是四川卷还是全国卷三，对题目自拟、字数不少于 800 字

的要求一直都是固定的，而除开这两项要求外，命题者们对于作文的角度与立意、文体等要求的语言表

述方面有不同，在防止学生套作和宿构方面，他们也一直在做新的尝试。 
1) 从自选角度、自定立意到选好角度、确定立意 
2016 年之前四川卷是自选角度、自定立意，2016 年~2019 年全国三卷表述为选好角度、确定立意，

自选角度意味着考生可以自由选择材料中的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立意，而选好角度前还有一句话是综合

材料内容及含义，这就意味着要选择最佳的角度进行立意。可见全国卷对于角度的选择和立意的要求更

加明确，也越来越重视考生对于试题材料的深入研读和整体把握，考查其对材料的梳理和整合能力。 
2) 从文体自选到明确文体 
2009~2015 年四川自主命题时表述是文体自选或自选文体，但 2016~2019 年四川加入全国卷后表述

是明确文体，自选文体意味着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择自己比较擅长的文体来进行写作，而明确文

体更强调写作时文体的特征和规范，在写作前就要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不能将作文写得杂乱无章，写成

“四不像”的作文。从“自选文体”到“明确文体”表明对文体的要求有所增强。 
3) 在避免宿构、套作方面有新的尝试 
在四川卷和全国卷三中，不抄袭不套作这个要求一直是有的，这体现出了要让学生能在理解材料的

基础上有所思考，以负责任地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拿着别人的高分模板，

但与材料无关的内容生搬硬套，同时在作文的结构思维层面也能够发挥自我创新能力。任务驱动型作文

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体现，教育考试中心的张开在详细总结 2015 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命题时，提出了任务驱

动型作文这一说法[4]。由于材料作文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立意，为了避免考生宿构和套作，2015 年一

种新的命题形式，即任务驱动型作文孕育而生，这也可算作是新材料作文的一种，但又比新材料作文多

了具体的任务指令，企图增强写作的针对性，发挥试题引导考生写作的功能。可以说高考命题者们在作

文方面一直在做新的尝试。 
以 2015 年全国甲卷的“女儿举报爸爸”作具体的分析：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

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

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给小陈、老陈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确定立意，完成写作任务。明确收信人，统一以“明华”为写信人，不

得泄露个人信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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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可看出：这显然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试题，在这道题中写作要求中带有三条明显的任

务指令，一是要综合材料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二是要明确收信人和写信人，收信人可以是小

陈、可以是老陈，也可以是其他相关方，写信人要是“明华”；三是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阐述自己

的看法，由此才算完成写作任务。要完成这类的作文，一定要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遵循试题的任务指

令进行作文，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没有在自己的作文中得到落实，都会导致失分。其次，这道作文

题的材料来源于当年的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这充分体现出全国卷作文关注社会现实的特点，案例的重

现也试图还原当时的情境，能让考生置身于其中，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表明自己的立场，阐释自己的观

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这十分强调思辨性，旨在考查考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探究能力，要

求考生一定要围绕材料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要看到问题的最深层次，不能只停留在表面。

再次，在试题中明确要求要写一封书信，对写信人和收信人都作了规定，在历年高考作文中，议论文是

考场作文中最多的，书信这一应用型文体在 2015 年全国甲卷作文试题中明确要求，在试图打破议论文一

统天下这一局面，而 2020 年最新高考语文考试大纲在写作上的新要求，即写作应用文体全面呈现，这也

在提醒考生应用文的写作将会是高考作文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考生在平时作文训练中，对应用型

文体的训练必须加以重视。最后，综合 2015~2019 这 5 年来全国卷作文试题和 2020 年高考语文科题型示

例来看，任务驱动型作文或将成为今后全国卷三高考作文试题选择的重点题型。 

3. 高分作文的高分标准探究 

在语文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对于考生写作水平的考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高考语文试题的题量很大，

待前面阅读和语言应用部分的试题完成后，留给作文的时间并不多了，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要想在有限

的时间内完成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拿到高分是不容易的。在上文中已经对写作试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

分析，再加之目前四川省高考语文仍然在使用全国卷三，因此下面就将根据最新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从

2016 年~2019 年全国卷三的高分作文案例入手，通过分析专家及评卷组对高分作文的评语，探究高分作

文的评分标准。 

3.1. 最新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细则一览 

最新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细则如表 2。 
 

Table 2. Breakdown of the national grading standards for the late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position 
表 2. 最新高考作文全国卷等级评分标准明细 

 一等 
(20~16 分) 

二等 
(15~11 分) 

三等 
(10~6 分) 

四等 
(5~0 分) 

基础等级 

内容 20 分 

符合题意 
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 
思想健康 
感情真挚 

符合题意 
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 
思想健康 
感情真实 

基本符合题意 
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单薄 
思想基本健康 
感情基本真实 

偏离题意 
中心不明确 
内容不当 
思想不健康 
感情虚假 

表达 20 分 

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严谨 
语言流畅 
字体工整 

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完整 
语言通顺 
字体清楚 

基本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基本完整 
语言基本通顺 
字迹基本清楚 

不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混乱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字迹潦草难辨 

发展等级 特征 
20 分 

深刻 
丰富 

有文采 
有创意 

较深刻 
较丰富 
较有文采 
较有创意 

略显深刻 
略显丰富 
略显文采 
略显创意 

个别语句有深意 
个别例子较好 
个别语句较精彩 
个别地方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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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6~2019 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三 5 篇高分标杆作文评语分类特征分析 

在表 2 中已对高考作文的评分细则作了一个展示，而高考阅卷组及专家也是以此为标准来进行评分。

下面是按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明细对 2016~2019 年全国卷三 5 篇高分标杆作文的评语分类和汇总，由此

可窥探出专家及阅卷组评分时所关注的重点。 
从表 3 分析来看，专家及阅卷组的评语意见有以下几个特征： 
 

Table 3. A summary of the five high-score benchmark essay reviews in the national volume three in 2016-2019 
表 3. 2016~2019 年全国卷三 5 篇高分标杆作文评语分类汇总 

高分作文 《小羽访谈录》 《迈向明天—我的高考》 《大国的一剂“良方”—

我看高考》 
《发展征途， 
代际成长》 《一枝一叶总关情》 

分数 60 分 56 分 54 分 59 分 58 分 

评语 

内容 
方面 

扣材紧密， 
联想丰富。 

标题与首尾段呼应勾连， 
结构浑然一体。 
内容剪裁适度。 

标题醒目，切合题意， 
总分结构清晰。 

立意精准，思想深刻

准确理解材料。 
标题形象， 
揭示寓意。 

表达方面 语言得体， 
台词得当。 

散文化的笔调， 
语言表达有表现力。 

引文简练，紧扣文意。排

比手法运用适当， 
表达凝练，富有文采。 

个性化表达， 
语言有文采。 

语言凝练， 
行文大气。 

发展方面 创新体裁， 
先声夺人。 

借助一定的结构形式， 
巧妙统筹丰富的文章内容， 

大气而不显杂乱。 

论证方法得当， 
比喻贴切。 

理性思考， 
论证缜密。 

富有思想， 
立意高远。 

 
1) 对作文材料极其重视 
五篇高分作文中，在内容方面有扣材紧密、切合题意、立意精准、揭示寓意、内容丰富等评语。而

要做到这几点，离不开对作文材料的准确把握，因为对于材料作文来说，材料所反映的不仅是考生写作

的基础，也是对其作文的要求。因此考生所写的内容一定要与材料紧密相关，不能脱离材料空谈议论，

抒发感慨，只有在对材料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找准立意的点，符合题目的要求，拓宽出来

的内容，也会更有说服力。 
2) 考察考生的语言运用的能力 
从上面的表格来看，语言是否得体、写作手法的运用是否得当，语言是否富有个性都是专家及阅卷

组考察的内容，而这些方面归根结底都是在考查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而语言运用水平的高低离不开平

时的积累和训练。因此考生需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这样不仅可以随意地玩转语言，使得语言得体而富

有个性，最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语言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思想，丰富和深化文章的内容。这是专家及阅卷

组老师们关注的重点。 
3) 重视文章的逻辑性 
一方面，文章的结构一定是清晰完整的，中心突出并首尾相呼应。另一方面，从表达方式上来说，

表达明确清晰的文章，逻辑性是很强的，一环扣着一环，阅卷老师读起来也会很容易，大家都知道，一

个阅卷老师每几分钟就会评阅一篇文章，如果是杂乱无章毫无逻辑性，读到最后还是没有明确清晰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的文章，那么在分数上也会大打折扣。 

3.3. 高考作文的高分标准 

通过以上对 2016 年~2019 年五篇高考高分作文的评语分析，可以从中窥探出他们的评分标准，下面

将结合具体的作文案例对高分作文评分的标准进行探讨。 
1) 标准一：作文是否紧扣材料并立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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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上说，要紧扣材料，根据材料的要求进行立意和写作，还要能在对材料的充分理解上，丰富

材料的内容。比如《小羽访谈录》该作文扣材就非常紧密，将小羽的几个创业经历通访谈形式依次展现

出来。同时小羽的回答内容也非常精彩，对材料的内容进行了联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材料的内容。

如作文《一枝一叶总关情》中，考生谈到对老师最大的回报就是让国家强大，以回报为纽带从将作文中

的师生关系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使得文章的立意极其深刻。 
2) 标准二：文章结构是否完整并富有逻辑 
从结构上说，文章结构完整并富有逻辑性。比如《大国的一剂“良方”》这篇作文就从个人、家庭、

社会等三个方面对高考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论述，层层递进。在《发展征途，代际成长》这篇作文中考生

就从“从求速到求质是一次跨越”，“从求速到求稳求质无疑是二次飞跃”，“求稳是求速的高级阶段”，

“求质是求稳的保障”一步步进行论证，逻辑性强。 
3) 标准三：语言表达是否得体并富有文采 
从语言表达上说，语言要得体、凝练、有文采，能刻画出人物的特征。比如《小羽访谈录》中通过

对小羽的回答的描写就充分地刻画出了一个成功创业者的形象。同时能运用一些修辞手法给作文加以润

色，比如《发展征途，代际成长》考生就使用了排比、对比、对偶的修辞手法，使得文章的语言富有文

采，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增分。 
4) 标准四：是否有创新 
创新是阅卷老师最想要看到的也是最容易加分的。大多数考生在高考作文中更多地是选择议论文或

者记叙文的写作形式，而《小羽访谈录》一文就独辟蹊径，创新了体裁，用访谈的形式将材料中的创业

故事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4. 高考写作的高分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对近十年四川高考作文试题的分析和对高分作文高分标准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写

作策略，而语文核心素养中所强调的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等四个核心要素与作文密切相关，因此本

文将从这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高分写作应对策略，具体如下： 

4.1. 语言方面 

写作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属于表达应用这一能力层级，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

够通过梳理和整合，根据具体的写作情境，文明得体运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想法和观点。具体而言想要

让自己的作文取得高分需做到以下几点： 
1) 较强的语言梳理与整合能力 
一方面能对作文材料及要求进行梳理和整合，并作细致的分析，正确把握和归纳出材料的中心[5]，

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立意，然后才能在头脑中初步形成一个框架，为后面正式写作的思路的开展奠定基

础。另一方面要求能够对自己平时所积累的语言材料进行梳理整合，能在高考作文的语言实践中自觉并

灵活运用。 
2) 使用个性化语言 
个性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平时的训练和积累，写作不能只是平平淡淡，毫无波澜，可适当借助一些

修辞手法给文章润色，但不能满篇的辞藻堆积，也可恰当运用多变的句式，由此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让自己的语言富有文采，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一定能让自己的作文从众多考场作文中脱颖而出。 
3) 语言表达需要平衡感 
孙浩文在谈考场高分作文时提出了考场高分作文需要平衡感这一观点[6]，本文借用此观点。这里的

平衡感是指给人的心理感受，而语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的风格要统一，不能东一块西一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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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凑，显得杂乱无章。也不能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割裂开来，而是表达要清晰明确、井然有序并富

有逻辑，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要连贯，使得文章的结构是完整的。 

4.2. 思维方面 

高考作文重在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考查他们是否能够对作文的材料有所思考并能在此基础上丰富

和拓展。尤其关注他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发展和个人思维品质的提升。如何在高考中运用自己的思

维取得高分有以下策略： 
1) 增强形象思维能力——仔细审题 
审题是写作的第一步，对于材料作文来说，审题包括审材料和写作要求。要想审好题，首先一定要

有一定的信息筛选能力，尤其是文字材料，要能在众多中筛选出关键信息。其次，有较高的分析事物的

能力，在对材料的梳理和探究中运用联想和想象，丰富自己对写作材料的感受和理解。 
2) 发挥逻辑思维——论证缜密 
在对作文的材料及要求有了深刻理解后，就需要考生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阐释自己的发现，

并且层与层、段与段之间要设置巧妙并且符合逻辑[7]，单有观点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考生运用得当

的论证方法一步步地对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进行论证，来增强文章的科学性。 
3) 提升思维品质—增强思维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思维的深刻性重点体现在作文的立意上，作文的立意要能够对材料所想表达的内容进行丰富和拓展，

不能只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次，而是要挖掘最深刻的意义，让自己的作文比别人的作文多一层深度和高度。

“文似看山不喜平”，考生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势，摆脱人云亦云的局限，要别出心裁，把独特的创意亮

出来[8]。而思维的独创性在作文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要体现。对于作文的内容，可以在取材上独辟蹊径，

既要善于使用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也可从旧的素材中挖掘出新意，由此来体现你的个性思维，

让内容更为丰富。而形式上可以在标题和文体上创新，对于标题，取一个一个新奇而有内涵的题目，而

文体上可创新体裁，打破千篇一律的议论文、记叙文的束缚，可选择散文、小说、书信等文体，让阅卷

老师眼前一亮。 

4.3. 审美方面 

审美在高考作文中体现为，通过对材料的理解产生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正确的审美意识、并在此过程

中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观念，表现和创造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在这一方面要想取得高分有以下几

点： 
1) 留心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从生活中取材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素曾说过：“自然总是美的。”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领略到不同的美好，而这些有趣的、美好的事物可以成为我们写作的鲜活素材，来为我们的作文增分[9]。
并且我们通过对生活中美好的留心观察，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

让我们积累丰富的审美经验，从而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2) 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创造心中美好形象 
写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文想要取得高分一方面要对材料中的人或事进行审美，通过自己

的语言将自己的审美感受或观点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可通过对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加工，创造出一个

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对作文材料和内容进行丰富和拓展。 

4.4. 文化方面 

文化是经历了历史的不断洗礼而积淀起来的，而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我们积淀文化是为了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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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化，从而使得我们的文章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考生要使自己的作文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夺取高分，需做到以下几点： 
1) 重视传统文化，积累经典文学素材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2014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意见》[10]中明确强调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而经典的文学素材蕴含着丰富传统文化

的底蕴，我们通过阅读一方面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学修养，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典

型的人物和品格可以让我们积累优质的素材，使得我们的作文更深厚。 
2) 关注当代的热点和动态 
近年全国卷三的作文试题内容与社会的热点紧密相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关注新闻，关注国

家的发展动态，并在其中积累和更新与此相关的素材，当下一次作文再一次考到社会热点问题时，能文

思泉涌，夺取高分。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文考试中，作文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作文中，高分作文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如何在作文板块中取得高分，是考生的难点。而自 2006 年四川开始自命题，2013 年进入新课标，到 2016
年回归全国卷，又随着 2018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正式颁行，高考在不断改革，语文作文也在不断

变化，广大四川考生还处于适应的状态中，对于作文试题的把握度还不够，想要取得高分存在困难。对

此，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对近十年来四川高考语文作文试题的题型、

内容以及写作要求进行了分析，把握了试题的命题特点，再从高分作文案例和专家及阅卷组的评语入手，

得出了高分作文高分的四个标准，并从语文核心素养的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这四个维度方面，提出

了高分写作应对策略。希望通过我对这个高考作文试题及高分应对策略的初步研究，能引起本省更多教

育者的注意，能够调动起更多教育者去关注高分写作的策略，切实提高本省高考作文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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