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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國高考7日開考，向來備受關注的語文考試作文題目再度引發熱議。今
年作文題材內容涉獵廣泛， 「續航」、「亮相」 、探索世界的理由、如何看待成長中的
個人空間……兼具敘事性和思辨性。教育部教育考試院專家表示，今年高考作文試題
不在審題立意上設置門檻，鼓勵考生個性化表達，考查高階思維品質。與此同時，今
年高考作文迎來了 「另類考生」 ，各類AI產品紛紛上陣，輸入題目，1分鐘內就能獲
得符合考試要求的800字高考作文。對此，多位專家表示，目前AI寫的作文雖然邏輯
上找不到大的缺陷，但通病仍是套話多，缺乏個性和情感，AI並不能成為寫作工具。

邏輯精準情感薄弱 專家：套話太多是通病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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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紅扇送考隊
祝考生蟾宮折桂

7日，一年一度的內地高考拉開帷幕。
在廣州第六中學考點，記者看到，穿着校服

的考生在步入考場前，會收到夾道兩邊一片 「紅色海洋」 的
歡呼。送考的家長兵團披上紅T恤、紅旗袍上陣，以鴻運當
頭、旗開得勝為寓意給子女加油打氣。現場也有送考學弟學
妹身着 「狀元服」 ，每當有考生走近，他們便送上掌聲和祝
福。

在廣州南沙一中考點，遮雨遮陽棚清一色使用大紅色，
還掛着 「衝刺高優、掌控函數」 等吉利祝福語，考生們都會
用手觸碰，沾沾喜氣。在廣州傳統名校華師附中考點，氣氛
同樣熱鬧。參加高考的唐同學，迎來了爸爸、媽媽還有家裏
的 「萌寵」 小狗來送考。 「這隻小狗只有三個月大，跟女兒

關係最好，所以考試時
特地把小狗帶來，為她
加油。」 唐媽媽說。

在執信中學門口，
有一群送考的家長拿着
紅色扇子，扇子上用金
色和黑色顏料寫着 「蟾
宮折桂 」 「金榜題
名」 ，而這正是由執信
中學考生家長黃女士所
寫的。黃女士開心地告
訴記者，在孩子中考
時，她看到有機構給考
生送上了 「蟾宮折桂」
的扇子。 「我之前和孩
子一起學過書法。今年
孩子高考了，我就想，
要不我自己來做一把扇
子吧。」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高考語文考試結束後，身着旗袍
的家長為考生送上花束。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6月7日，高考考生走進廣州市第六中學考點，來自該校的學生穿着傳統服飾為考生加油。 中通社

胸懷家國天下
提筆為青春續航

今年高考北京試卷大作文為二選一，以
「續航」 為題寫一篇議論文或以 「亮相」 為

題寫一篇記敘文。北京八一學校的考生靳同學選擇了 「續
航」 。他表示在文中自己闡述了自己未來準備學習經濟專業
方向，並會以用積極的態度面對個人成長的新階段、國家發
展的新征程， 「繼續航行」 。

對此，北京教育考試院專家北辰表示， 「續航」 原義是
連續航行，但在今天被廣泛使用，並被賦予新的含義。作文
導語中舉出 「為青春續航」 「科技為經濟續航」 兩個例子，
既解釋了 「續航」 的意思，又提示了寫作的話題和領域。
「為青春續航」 提示考生可以思考自身，如何在人生的新階
段接續航行、繼續成長； 「科技為經濟續航」 則提示考生可
以將思考拓展到更廣闊的空間。關注科技、社會和國家層面
的提升、進步與發展。

「我平時就對文博領域比較感興趣，考試的時候就用上
了。」 人大附中考生李同學表示，自己用到了故宮博物院等
文化遺產地運用現代技術修復文物和壁畫的例子。一六一中
學考生王同學則表示，續是延續接續，航是前進航行，文化
的續航就是要繼承和發揚，用青年的方式把中國優秀傳統文
化傳播給更多人。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

交警鐵騎風馳電掣
護大頭蝦赴考場

2023年內地高考7日開鑼，有考生不小
心走錯考點，也有考生腿腳行動不便，遺忘

考試相關證件、走錯考場的 「大頭蝦」 考生亦頻現。護航高
考的各地警員則將這些難題一一化解。其中，廣東警方在每
個考點設立高考安保便民服務崗、護校崗，現場受理、快速
處置涉考警情求助，為考生們 「保駕護航」 。

「你的考點走錯了，你的考點是惠東平山中學，這裏是
惠東中。」 7日早，惠州某高考考點考場工作人員核對後讓考
生求助在場執勤警員。現場交警立即駕駛警用摩托車載着考
生一路風馳電掣趕往考場，考生僅用時6分鐘便抵達。

廣東省實驗中學江門校區考點執勤民警接到帶考老師的
求助，一考生忘記帶准考證，需回學校取。交警大隊馬上安
排兩名鐵騎將老師護送到學校順利取回准考證，整個過程用
時20分鐘。廣州禺山高級中學考點則迎來了首位忘帶身份證
的考生。在場民警馬上指引其到考生服務點，僅僅用5分鐘就
幫助這位心急如焚的考生辦理了臨時身份證，確保了該考生
順利參加考試。而僅在惠州市，高考首日當地公安戶政部門
便為31名考生出具身份證明。

保駕護航

高考作文題一覽

2023年高考全國統一考試語
文考試共7套試卷
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語文試
卷自主命題；
其他省份高考語文試卷由教育
部教育考試院統一命制，共4
套。

•以對 「人們因技術發展得以更
好地掌控時間，但也有人因此成
了時間的僕人」這句話的聯想與
思考寫一篇文章。

全國甲卷

•就 「吹滅別人的燈，並不會讓
自己更加光明；阻擋別人的路，
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 「一
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
園。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花朵，
就算這種花朵再美，那也是單調
的」兩句話的思考寫一篇文章。

全國乙卷

•以 「故事的力量」為主題寫一
篇文章。

新課標Ⅰ卷

•就青少年在學習生活中有時希
望有自己的空間， 「安靜一下不
被打擾」的話題寫一篇文章。

新課標Ⅱ卷

•大作文為二選一命題作文
題目1：以「續航」為題的議論文
題目2：以「亮相」為題的記敘文

北京卷

•談談對於 「一個人樂意去探索
陌生世界，僅僅是因為好奇心
嗎？」的思考。

上海卷

•品讀對聯 「與有肝膽人共事，
從無字句處讀書」，寫寫自己的
思考。

天津卷

大公報整理

ChatGPT：

•在我們的生活中，故事扮演着一個
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童年時的童話故
事，還是成年後的小說、電影、傳記
等，好的故事都具有強大的力量。它
們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表達和溝通，
觸動心靈，啟迪智慧，甚至改變一個
人的命運，展現一個民族的形象。正
是因為這些原因，故事才成為人類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故事的力量也
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AI作文 同題競技

2023新課標Ⅰ卷
以 「故事的力量」 為主題寫一篇
文章。

文心一言：

•故事是人類文化的瑰寶，它像一面
鏡子，反映出人類的情感、價值觀和
歷史。好的故事可以幫我們更好地表
達和溝通，可以觸動心靈、啟迪智
慧……故事可以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
國家的形象。正如林語堂所說： 「故
事是國家的靈魂，有了故事，國家才
有靈魂。」好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思考
生活和人性，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
自己和別人。……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

•幾篇AI以 「故事」為題目寫的作文
都很流暢，但它們讀上去像是教科
書，很難找到缺陷錯誤，但也找不到
任何個性化的表達與特徵。最主要的
是缺乏情感。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青
少年作家協會導師鄭春霞：
•說的是 「故事」，從頭至尾沒有一
個真實的生動的故事，缺少新意。同
時，也缺少誠意。通篇圍着 「講好故
事」在繞，始終沒有進入話題中心，
當然也進入不了讀者的內心。

專家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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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考試院專家表示，今年的高考
作文題精選思辨材料，提升思維品質。例如，
全國甲卷的作文題目提出， 「人們因技術發展
得以更好地掌控時間，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時間
的僕人。」 要求考生寫作文闡述這句話引發的
聯想與思考。材料引導學生結合情境觀察、歸
納相應現象，並凝練成鮮明的觀點，增強思維
的深刻性、敏捷性、靈活性、批判性和獨創
性。就這一題目，不少人運用各類AI平台進行
「試筆」 ，在對話框中輸入作文要求，僅需1分
鐘左右時間便收穫一篇長約800字的 「應試作
文」 。

知名AI平台ChatGPT交出的作文題為《時
間的主人，心的僕人》，它在論述中一方面肯
定 「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更
好地管理和利用時間」 ，另一方面又坦承時間
帶來的束縛，繼而呼喚人們正確看待時間的意
義和價值，找到生活平衡點。

引用電影台詞為文章添「劇」力
另一個AI平台 「訊飛星火」 寫出的作文

《時間作伴好還鄉》則試圖 「引經據典」 為作
文 「添彩」 。其在開頭引用電影《美麗人生》
的台詞，感嘆人容易在與時間賽跑中喪失自
我，隨後通過對比提出，有些人變成時間的僕
人，有些人卻能夠把時間當做朋友，讓時間為
自己所用。而AI平台文心一言所作的《時間的
掌舵者》，以人們對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沉
迷為例，闡釋人類在技術的誘惑下失去對時間
的掌控力，同時指出人們應更好地理解和利用

技術，尋找內心的自律，成為時間的主宰。
對於運用AI工具寫作文，中國教育科學研

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目前只是對文字做了
信息處理，沒有體驗作為基礎，並不能成為寫
作工具。他建議，寫一般文案可以運用AI技
術，但在學習寫作方面，AI最多只能作為參考
工具。 「一定要自己去思考、去體驗。」 復旦
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亦認為，AI寫的作文，
很難找到缺陷錯誤，也找不到任何
個性化的表達與特徵，最主要的
是缺乏情感。

網民：說理性強惜沒內涵
不少網友閱讀AI寫出的高考

作文後，認為 「AI更多的是邏
輯表達，人類更多的是情
感表達。」 有網友表
示，AI的作文說理
性看似很強，但是
內容 「沒有營養沒
內涵」 ，而 「人類
思維的可貴之處就
在於邏輯存在於情
感中，就會覺得更
有血有肉」 。也有
網友認為，要想讓
AI在此基礎上對作
文進行 「潤色」 ，
可能還需要輸入更
多正確的指令。

AI試筆高考作文 1分鐘800字

▲廣東警員駕駛警用摩托車助考生取回忘帶的准考證。
受訪者供圖

重任在肩

別出心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