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4 年北京高考开始设置微写作

以来，一直延续 10 分赋值、三道小题任选

其一的命题形式。2014 年至 2016 年,该题

型都是配有材料的任务型写作，材料往往

是生活情境或者社会热点现象，考查考生

描写事物、表达观点以及抒发情感等方面

的能力。2017年至2021年，高考采用了与

名著阅读相结合的形式，在微写作中落实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任务群。2022年，高

考微写作除抒情类题目保持稳定外，其余

两题都是现实情境类写作，更好地考查和

落实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修

订版）》中提到的“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

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

有了这个风向标，今年北京各区的一

模微写作，在整体注重基于现实情境考查

考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呈现出以下

特点：

传承文化 在规范表达中感悟传统

综合应用 在复习备考中精准规范

契合实际 在多维思考中阐发观点

贴近生活 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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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微写作越来越注重立足于真

实的生活情境和当下的社会现实来完成

任务、阐发观点、传承文化，考查考生综

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适应生活需要的

表达能力。那么在接下来的复习备考

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精准审题和规范作

答这两方面内容。

精准审题

审题是微写作的命脉。首先，考生

要圈画关键词，凡是涉及写作主题、具体

情境场合、阅读对象等内容都是关键信

息；其次，理解题目中提示的表达方式要

求，如上文提到的 2021 年朝阳区二模

“中国之美”，就需要综合说明、描写和议

论三种表达方式；最后，关注其他要求，

如“有理有据”意味着在阐释理由时要有

论据，再如“条理清晰”要有连接词或体

现明确分层的词（第一，第二等）。

规范作答

微写作虽然字数少，但并不意味着

简陋浅薄，相反，它恰恰需要呈现一个完

整精致的小文段。因此，考生在行文过

程中一定要语言得体，规范作答，即有明

确的主题、丰富的内容、严密的结构、完

整的逻辑链条，并且在清晰明了的基础

上尽量富有个性和文采地表达。如严密

的结构可以采取并列、递进、对比、总分

等形式，要做到尺幅之内规范严谨。

微写作篇幅虽“微”，却可以见微知

著，在方寸之间窥见考生表情达意的能

力。写作不易，但关注现实，把握情境，

着眼当下，入“境”行文即可抓住命门。

实用类微写作往往以实用为目的，针

对具体问题，面向特定读者，有贴近生活的

真实情境，采用灵活的表达方式。正如《课

程标准》中特别强调的，要让学生在真实的

语言运用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在

今年各区微写作中得到很好落实。如东城

区一模微写作第1题：

“留一本好书，传悦读之趣”，学生会发

起毕业生向校图书馆赠书活动。你准备送

哪本书给学弟学妹？请结合你的阅读感受

在书的扉页上写一段寄语。要求：语言简

明、得体，感情真挚。

这道题以毕业生给学弟学妹赠书为

情境，符合现阶段高三准毕业生的实际；

以“寄语”为写作任务，隐含了对话和根

据书本内容表达祝福的要求。因此，考

生在行文时最好突出第二人称“你”，表

达对阅读这本书的“你”的美好期待，紧

扣“悦读”所带来的审美愉悦进行写作。

丰台区一模微写作第 2 题也与读书有关，

以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为背景，要求为

以“埋下一颗智慧的种子”为主题的校园

读书活动设计海报，并说明意图。两题

都基于学生的生活体验，阅读对象一致，

情境设置都在校园。写作此类题目都需

要考生有一定的代入感，在个人体验情

境中解决问题。

除个人情境外，我们也要对社会生活

情境有足够了解和关注。此次朝阳区一

模第 1 题虽然与读书有关，但是视野更广

阔。写作任务是为北京市“一本书，一座

城”的图书推介活动荐书，不同的是阅读

对象不再局限于学生，而是全体市民，因

此考生更要注重语言表达得体。此外，

书的选择也要与北京相关，或直接以北

京城为写作对象和背景，或对书的内容

分析能够契合北京城市的状况。这也引

导考生不仅要关注个人体验情境，也要

了解社会生活情境，从而实现课程标准

中提到的“在复杂情境、多种角度和开放

空间中充分展示其富有创造性的个性化

的学习成果”的目的。

议论类微写作，作为以往考查形式中

一个高频高发点，很好地落实了语文学科

核心素养中关于学生能够进行思辨性阅

读和表达的要求，“力求立论正确，语言准

确，讲究逻辑”。这类微写作往往契合当

下社会热点问题，或针对学生真实的生活

体验，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困惑纠结的

问题，以此来激发其表达的欲望，为其提

供发声的平台。如 2022 年朝阳区二模微

写作第2题：

最近北京周边开发了一些短途游目的

地，将远方的“风景”搬到附近，如江南特色

小镇、少数民族风情园。请你写一段话，谈

谈对“附近的远方”这一现象的看法。要

求：观点明确，言之有理。

所谓“附近的远方”其实是疫情背景下

的产物，既与时代背景相关，也契合很多学

生真实的体验，让每名学生都能“有话

说”。既然是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除基本

表态外，考生还要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

释和分析，比如时代特点、人们的心理需求

以及行为动机等。这就需要考生在多角度

思考中完整而有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今年的一模题也延续了这个思路，如

东城区一模微写作第 2 题要求针对“有人

提议在火车上设置学习车厢”这一问题发

表看法。除表达鲜明的态度外，考生也要

从火车本身的用途、设置学习车厢的可行

性、旅客的需求以及社会氛围风尚等角度

多维思考，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论述充分、

辩证思考的目的。

议论类微写作不仅契合社会热点，而

且也针对学生当下的实际困惑，让他们真

正针对实际发声，提升思维品质。如海淀

区一模微写作第2题：

（学校以“春耕”为主题举办系列活

动）活动中，同学们就“耕耘与收获”展开

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学认为“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有的同学认为“欲问耕耘，必

问收获”。你同意谁的观点？请写一则

发言稿，参与讨论。要求：观点明确，自

圆其说。

耕耘与收获、付出与回报是我们经常

遇到的问题。尤其在高三备考复习阶段，

不少学生会遇到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问

题，那该如何思考“耕耘与收获”之间的关

系 ？ 究 竟 以 怎 样 的 态 度 来 面 对（紧 扣

“问”）？这既能让考生对自己的现状进行

反思和追问，又可以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

维品质。

聚焦特定的文化现象，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反映

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从来都是语文教学的应有之义，也

是近年微写作考查的方向，如 2022年朝

阳区一模微写作第3题：

生活中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事物随处

可见，它们彰显了独特的“中国之美”。请

介绍一个事物，突出中国文化元素，阐述

美在何处。要求：内容具体，条理清晰。

这道题既需要学生以小见大，见微

知著，展现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认知，又需要综合多种表达方式。对

考生而言，介绍一件典型的事物（说明），

突出其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描写），以此

来分析其中所流露的中国之美（议论），

无论在调动思维能力还是具体写作方面

都有难度。而且从去年情况看，考生也

存在对中国文化元素理解肤浅、所选对

象单一（集中在中国结、京剧脸谱）、以叙

述代替描写、理由空洞等问题。

今年海淀区一模微写作第 1题也涉

及了传统文化的内容：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正值春耕时

节，学校以“春耕”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

带领同学们体验春耕文化，感悟春耕精

神。校刊编辑部向同学们征集能充分体

现“春耕精神”的图片，请你从下面三幅

图片中选择一幅进行推荐，并写出推荐

理由。要求：条理清晰，语言简明。

二牛拉犁

汉代画像砖

繁红一树花千朵，无限生机在此根

丰子恺画作

中国植树节40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邮政发行

相比于去年的朝阳区一模，这道题

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既提示了思路又

限定了主题；从传统的“春耕”行为上升

到一种文化精神，既考查了考生对文化

现象的认知，也涉及具体情境的理解。

在描述图片信息时，考生可以采用“先分

后总”的形式，从具体元素的本义和象征

义入手，再联系图片的整体风格，紧扣

“春耕精神”来阐释理由。如第一幅图可

以从春耕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角度入

手，考虑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第

二幅图可从“繁红一树花千朵，无限生机

在此根”的配文和儿童入手，考虑春耕精

神所蕴含的对未来美好的期待；第三幅

图可展示春耕精神在当代的展现，你我

共同托举，城乡一体等……此外，面对这

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考生还要格外注意

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前后的逻辑关联。

一模试题分析

见“微”知著 入“境”写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教师 常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