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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高考语文新课标Ⅰ卷

作文详解之我见

洪方煜

作者简介：洪方煜，浙江省台州中学，特级教师。

摘要：围绕 2024 年高考语文新课标Ⅰ卷作文，从答题角度、立意分析、写作建议等三个方面

阐述见解。考生可选择丰富的素材，多角度立意，也可选择各种文体，发挥自己的优势，写出有

深度有厚度的文章。

关键词：2024 高考；语文；作文

材料所基于的时代背景，围绕“问题”与“答

案”的关系，做出“问题会越来越少”或“越来一、原题呈现

越多”的回答。

【例】

（60 分） 二、答题角度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

考生可从不同的角度选择素材。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确实，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触角扎入时否会越来越少？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 代，运用推进到社会各领域，解决了生活中不少

篇文章。 的难题，我们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少。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 从个体生活层面看，互联网的介入，一方面大

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让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更

息；不少于 800 字。 为便利；另一方面，远程会议、视频通话拉近了

2024 年高考语文新课标Ⅰ卷作文题延续了往 人与人的时空距离，让“天涯若比邻”逐步成为

年的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命题形式，材料基于 了现实……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背景，围绕“问题”与 从社会交往层面看，由于媒介的进步，运营载

“答案”展开探讨。材料简洁，指向明确。 体的丰富，新闻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广，其发

材料最后归结于一个反问句：“那么，我们的 布的自主性，话题的交互性，传播的快捷性，载

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可见，最后一句是需要 体的灵活性，受众的广泛性，让我们体会到了新

考生思考的重点，考生在审题的时候要抓住这一 媒体的高效与信息共享的便捷。新媒体时代，每

关键句。任务要求是“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 个人都是媒体人。古人所说的“秀才不出门，全

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这表明可以根据 知天下事”是当下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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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领域而言，AI 的推出能帮助专业人士

进行各种文案策划与写作，其作用毫不逊于专业 三、立意分析

的文字秘书；卫星导航能帮助我们规划路线、即

材料可以从正反两个角度立意。材料给出的指时提醒、及时纠偏，为我们的出行保驾护航；无

向是明确的，要围绕“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人飞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农药喷洒、高空作业、

越来越少”这一反问句写作。但具体如何立意，远景航拍；智能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送餐、扫

考生仍有发挥的空间。地、叫早等各种服务……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

确实，互联网的普及，让居家办公成为了可代，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我们的社会正

能，虽相隔天涯仍可“面对面”交流；人工智能的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应用，让很多工作变得简单。可以说，每一次科学就以上这些层面而言，随着答案的找到，问题

技术的跨越，都让解答问题的周期大大缩短。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确实变得越来越少。但我们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技术只是帮我们解答了问的社会不是封闭的静态的。实际上，一种问题的

题，而不是解决问题。ChatGPT 的诞生被人形容为解决，往往会伴随着更多新问题的产生，我们的

“颠覆性”和“革命性”的，业内人士甚至预测问题也越来越多：生活的，人文的，观念的……

其 能 取 代 一 些 基 础 性 职 业 。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例如，手机功能的丰富与强大，让许多人欲罢

ChatGPT 的解答，仍存在内容准确性不高、高级逻不能，更有人出现了各种各类的身体与心理问

辑处理能力不足、情感疏离、设计者烙印等局题。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往往深陷其中难以自

限。由此可见，我们得到的答案只是很“快”，拔。新媒体时代，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流量为

离“好”与“满意”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王”的生存法则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各种平

更何况，技术帮人类在处理一个问题时，往往台在丰富我们生活的同时，也过分吸引着大众的

带来更多的问题。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可随时随眼球。我们需要重温尼尔·波兹曼所提出的警

地上网，也产生了大量的负面现象。“刷屏”现象告：“人们终将毁于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让快餐式阅读不可避免，人们很容易被垃圾信息和由于技术的消蚀，很多美好的东西正在不断离

碎片信息裹挟。手机与银行的绑定，人们享受到了我们远去。城市的便捷，网络的立体，我们在享

足不出户即可交易的便捷，但大量电信诈骗也令人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诗意却在不断消失；动车

防不胜防。人工智能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带来了飞机的高速，视频 的及时，现代的人们再也

大量的伦理挑战……我们的生活时时陷于焦虑，再理解不了古人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没有了古人踏雪寻梅、围炉煮茶的闲情，我们匆忙故人”“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

向前，常常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深情，更多的是人们所调侃的：世界上最远的距

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也有其积极意义。马克思离，不是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而是两个人

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是有坐在一起，各自玩着手机。

了问题，人类才孜孜以求，寻求问题背后的答案。如今，阅读正走向碎片化。社会、政治、经

问题是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元素。清人刘开济、文化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人工

《问说》有云：“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智能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伦理关怀”“抄袭”

正是有疑问，才能增长我们的见识。《礼记·大的理解一再更新。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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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述，散文便于情感的抒发，而议论文则要注意扣

之”则将问题列为思、辨、行的前置条件。不可 题的精准，素材的贴切，严密的论证。具体选哪

否认，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解决问题—产生新问 一种文体，要根据考生掌握的素材、能够驾驭的

题—解决新问题中不断前进。从这个角度说，解 文体、能够挖掘的深度而定。

决这些新产生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这道作文题来看，要写出好的作文，一是选

最后，从本质层面而言，互联网也好，人工智 材上，要结合当下时代，选择较为典型的素材进行

能也罢，说到底只是一种技术，它应该为人类服 演绎或分析，让文章有时代站位。二是立意上，要

务，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 就某个点进行深入或多角度的思考，能透过 现

何科学地运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增强问题意 象看本质，思考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使得文章具有

识，使技术更好地作用于人类发展。 广度、深度、厚度。三是行文上，要根据文体选择

合适的结构，或巧妙讲述故事，或利用分类讨论、

辨析概念、设置条件进行思辨分析，增强行文间的四、写作建议

逻辑联系。无论哪一种写法，都要紧扣技术、问

这则材料供学生选择的文体较广。擅长形象思 题、答案之间的关系展开。

维的学生，可化身科学家，追寻问题背后之答案 作文题立足现代生活，关注时代，关照生存，

的曲折，可借助不同的视角看待科学，解答材料 并与教材的“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这一单元内

提出的问题；擅长抽象思维的学生，则借助议论 容密切相关，将考生的眼光引入“人与科技关

文说理阐述，演绎归纳；平时注重观察与思考， 系”的思考，鼓励多向探究，适合辩证思考，需

能很好感受美、创造美的学生，则可选择散文， 要考生具备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入题不难，但

以观照这个多彩的社会。就这则材料而言，不同 写好不易，确实是一道人文与科学兼具、时代与

文体均有其可发挥的空间，记叙文重在故事的讲 生活共舞、平衡与梯度同行的好题目。

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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