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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在诗外！
——2023 年中考作文备考主题趋向与建议

上师大康城实验学校 高级教师 程立海

学科辅导

距离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初三师生

怎样顺利、圆满、充实、高效地度过这段时

间，从而赢得作文理想分值，为迈入心仪的

高中做好扎实的功课呢？那就是“功夫在诗

外”！

一、鉴往知来，百战不殆

师生都应该对近3—5年全国中考作

文命题的特点、体裁、范围、对象、主题等

方面进行回望、梳理和总结，从中得出共性

与个性的规律与趋向，下面，以部分具有典

型性、代表性的省、市、区2022年中考作文

题为例，从中读出端倪，来展望即将到来的

2023年中考作文。

（一）上海。2021与2022年上海中考作

文题，有相同，也有差异，共同之处：1.都是

全命题；2.在题目之前，都有一段解释性、说

明性或情境性的文字，可称为“导语”或“引

语”“引言”，作文题延续了2021年用提示语

引出题目的形式，以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

的名著片段作为材料，既在审题方面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又能触发写作灵感，充分体现

了以生为本、以稳为主、稳中求新的理念；3.

都与“自我成长”这一主题高度关联。

不同点：1.将名著阅读与写作密切结合

起来，今年的这个题目的有关引语，就与名

著《傅雷家书》有机对接，这一信息就告诉

师生，写作已与名著阅读相结合。2.具有思

辨性。这是上海近十多年以来高考作文的

特点，今年中考也带有思辨性的色彩，如“无

论精彩还是平凡，顺利还是受挫，得意还是

失落”，都应辩证地看待。以上的相同与不

同，尤其是差异，应引起2023年上海备考的

师生倍加关注。

（二）深圳。深圳2022年的中考作文

题，延续了近三年的命题形式和风格，都

是全命题；在题量上，都是一道；在写作内

容上，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紧密关联。如

2021年的“这创意，让我激动不已”；2020年

的“见证美好”；2019年的“因为有我”。由

此可见，只有2020年的题目没有直接出现

“我”，即使2020年的“见证美好”没有直接

出现“我”，其实也暗含“我”，至少，可以将

这个带有半命题性质的题目补充为“我见证

美好”或“我们见证美好”等。所以，“我”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河 南。近 三年 都 有以下共同

点：题量上，二选一；文体上，一个记叙

文，一个议论文；命题形式上，有半命题，有

全命题，还有自拟题目。以上特点，有利

于 学生根 据自己擅长的题目、内容、文

体、素材等自主选择。如2021年：（1）请以

“从_________开始”为题，写一篇记叙

文。（2）材料略。2020年：（1）请以“我的危

机故事”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讲讲你遇

到了怎样的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2）材

料略。2019年：（1）请以“______让我更出

彩”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2）材料略。可

见，稳中求变的特色明显，今年备考的教师

和学生应清清楚楚。

（四）兰州。2022年与近三年的命题形

式和风格有相同、有差异，题量上，2021年是

2道，2020和2019年都是一个题目。如2021年

的围绕所给材料中的三个关键词“知识探

索”“思想进步”“生活趣味”展开讨论，写

一篇发言稿，题目自拟。2020年的半命题作

文“我为我的____而自豪”；2019年的全命

题作文“我要留住这一天”。

尽管题型、题量有所变化，但写作的主

题上都与“自我”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自我

是一以贯之的写作内容和对象，需要考生备

考时多加关注。

（五）成都。202 2年成都的中考作

文，较之前几年，具有稳中求变的显著特

点。2021年，全命题：“写给三年前的自己”或

者“写给两个月后的自己”（二选一）；2020

年，全命题作文（二选一）：到达；出发；2019

年，半命题：从 _ _ _ _到_ _ _ _ _。由此可

见：2022年的作文，类似于材料作文，需要考

生自拟题目，这是最大的不同，较近三年的

命题，难度无疑是增加了。这一变化，值得

2023年师生留意。

（六）福州。2022年的中考作文题与之

前相比有所变化和创新，是“看图+文字”型

的材料作文。而2021年是：阅读两则材料

后，以“这些故事感动了我”为题写作；2020

年，是在阅读一段材料后，以“学习与性

格”为题写作；2019年，也是在阅读一段材料

基础上，以“______的作品”为题写一篇记

叙文或议论文。由此可见，福州作文题在形

式上有渐变的趋向，值得注意。

（七）贵阳。近三年的中考作文题,保持

和沿袭了一贯的风格与格局，那就是：全命

题；在题目之前有一段“导言”。如2021年的

“我正在准备”；2020年的“找到一个好办

法”；2019年的“这真让人两难啊”。2022年

也不例外。因此，对于2023年的中考，可能依

然会延续这样的命题特点，至少不会大起

大落，对此，应有明确而清晰的认知。

（八）南通。近三年保持一致，都是全

命题；在题量上，也都是一道；在写作内容

上，都与自我成长相关。如2021年的“有一束

光，照亮我的世界”；2020年的“那段日子，我

忽然长大”；2019年的“带着微笑出发”。通

过比较，2022年的题目与2019年形式上最为

接近：看上去是全命题，实则具有半命题的

特点与特质。

（九）扬州。2021年，是有关“温情”主

题的材料作文，一道题；2020年，是一道全

命题作文：家里来了客人；2019年，也是全命

题作文：顶出一个春天。2022年在题目数量

上增加了一道，考生的选择空间增大；在考

查类型上，由去年的材料作文回归命题作

文，这是需要备考的师生关注的地方。

（十）长沙。2022年要求考生根据所给

材料或者说是话题进行写作，这与2021年

有关；2020年“成长有困惑,爱思才会明”主

题征文活动；2019年有关“写作要不要说真

话，抒真情”的问题，都属于材料作文，需要

考生自拟题目。这就体现出命题形式上的

连续性、一贯性和关联性。

二、异中求同，启迪未来

上述十个区域近几年的作文题，具有

比较全面的代表性，基本上能够涵盖各地

的中考的过去，打通2023年的中考乃至更远

的未来，主要体现在：

（一）半命题作文有后来居上之势。从

以上文题来看，半命题和具有半命题性质

的题目占据了近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备

考师生务必在这一类型的题目上发力，多加

练习，尽力做到有备无患。

（二）材料作文应适当涉及。尽管只是

不多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考查，但因难度较

大，要掌握基本方法，备考拟题、立意、选材

等方面。可以选些新近发生的新闻热点材

料加以训练。

（三）都与考生的学习、生活、阅读、精

神、成长、科技、环境等紧密关联。对此，要

有所准备。

三、关注热点，积极应战

纵观2022年和近五年各地全省或

市、区统一命题地方的作文，以下高频主

题，是备考的当务之急：

1.自我成长；2.家园情怀；3.人间大爱；4.

绿水青山；5.传统文化；6.科技创新；7.楷

模榜样；8.乡村振兴；9.文化自信；10.百年变

局；11.命运共同体；12.百年奋斗史；13.中国

式现代化。

除此之外，在备考中考作文的时候，还

要结合现在到考试这段时间里耳闻目睹的

一些大事、要事，以及凡人小事，以便在考

场上对号入座、得心应手地灵活选用和即

兴迁移。同时，对既往一模、二模和初中阶

段所写优质、高分作文进行分门别类地整

理、归结，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也是备考应

该做好的重要工作之一。

总之，中考作文备考，是建立在日常写

作实践基础上的冲刺与拔高，可谓“功夫在

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