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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教育部官方微
信公布了 2023 年广东夏季
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今年广
东夏季高考语文科采用全国
新课标Ⅰ卷。（孙唯）

——新课标 I卷——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

要求写作。（60分）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

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
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
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
……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
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

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
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
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
信息；不少于800字。

6月7日，高考首日，万众关注的语文作文题揭开神秘面纱，今年广东夏季高考
语文科采用全国新课标Ⅰ卷，羊城晚报第一时间邀请大咖点评高考作文题。 随着 2023 年高考语文科目

考试结束，各卷高考作文题目又
迅速登上了热搜，而在由 Chat-
GPT 领衔的生成式语言模型技
术加持的当下，“技术”不仅出现
在高考作文题中，还被网友拿来
玩转热议，羊城晚报记者也不例
外，上手体验AI写作，并邀请专
业大咖点评。

记者汇总到，今年高考作文题
不仅有全国乙卷“一花独放不是
春”、新课标 I卷“故事的力量”等
根据材料思考写作的题型，也有全
国甲卷“人·技术·时间”、上海卷

“探索世界是否仅因为好奇心”等
逻辑思辨题，还有北京卷以“续航”
或“亮相”为题的命题作文。

对于题目，网友普遍反映难
度较去年有所降低，“高考作文
简单”词条更雄踞热搜榜前列，
不少 2022 届考生纷纷表示“破
防”“受伤”，但也有网友认为，虽
然题目简单易懂，但是否能够写
好还是另一件事，还有一些网友
则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对作文
的思路和架构。

当AI遇上高考作文，能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羊城晚报记者
使用 ChatGPT 和文心一言写出
了两篇作文，并邀请了中国教育
学会副会长吴颖民、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花都学校副校长郝保国
以及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陈定定前来点评。郝保国对
ChatGPT 的作品打了 70 分（满
分 100 分），认为 AI 写作能紧扣
材料，但语言“像论文写作，缺少
作文语言的风趣幽默性和形式
的灵活多样性”。而面对文心一
言的作品，吴颖民和陈定定分别
给出了 78 分和 80 分，吴颖民认
为作品“有中国味”，不足的则是

“缺乏亲身经历去说明故事的力
量”，而陈定定表示“文章整体
结构不错，但目前大模型有一些
缺憾，在修辞、创意等方面还较
为缺乏”。

网友对层出不穷的 AI 作品
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写得
很好，要有危机感了”，有的则舒
了一口气，表示“毫无感情，至少
暂时无法替代人类”。

6月7日一早，佛山南海公
安分局民警陈芷岚便戴齐装
备，随同事来到南海狮山石门
高级中学考点，这是她2022年
入警以来首次参加高考安保工
作。6年前，陈芷岚在该校毕
业，如今以民警的身份回到母
校为学弟学妹们的高考护航，
她的心情异常激动。

当天，民警赵方明也在该
考点护考，参与过多次高考护
航工作的他相较陈芷岚多了
几分淡定和从容。

“这些高考应急包要提前
摆好”“提前拉好警戒线，锥形
筒要摆好，做好人流导控”“要
留意陪考家长的状态，天气太
热，身体容易出现不适”……
校门口，赵方明带着陈芷岚跑
前跑后，传授着护考经验，手
上的动作也没停着，从警务便
民车上拿来高考应急药箱、备
用包、锥形筒等一一摆好，看
到有家长送考生前来，又赶紧
迎上去疏导指挥车辆、行人有
序通行，提醒家长谨慎小心驾
驶，确保场外秩序井然。没多
久，两人身上的警服就被汗水
打湿。

上午 9 时，考试铃声响
起，绷紧神经忙活了多时的赵
方 明 和 陈 芷 岚 总 算 能 歇 口
气。赵方明给陈芷岚递来一
瓶水，饶有经验地提醒她，炎
热天气下在外执勤要注意多
喝水，给身体补充水分。

“明哥，你是第几次来这里
护航高考？”休息的间隙，陈芷
岚不经意问起赵方明。“我入
警 11 年，也参加高考安保 11
年，每年在石门高级中学护

航。”赵方明边说边指了指身
后这所学校，一脸自豪，“我跟
这所学校像是‘老朋友’了。”

赵方明话还没说完，陈芷
岚脸上便浮现惊喜的神情，连
声说，“太有缘分了！我们太有
缘了！”原来，6年前陈芷岚也是
在这所学校参加高考，而当年
护航她高考的民警正是如今站
在她身边的赵方明。

“11 年来，我护送了一波
又一波考生，虽然记不清他们
的样子，但在我眼里都是青春
最好的模样。”当听陈芷岚说
出事情原委，赵方明也深有感
触。

上午 11 时 30 分，第一科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此时天空
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陈芷岚见
状抓起高考便民服务站提前
备好的雨伞，走进考场，来到
她再熟悉不过的教学楼前，将
考完试未带伞的学弟学妹们
一趟又一趟护送出考场。“6
年前是警察守护我，现在轮到
我守护考生了。”在陈芷岚看
来，从被警察守护到守护考
生，这像是一个轮回，更像是
传承，警察对考生的关爱和守
护她会传承下去。

统筹：蒋隽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秦小

杰 何宁 王沫依 崔文灿 蒋隽
实习生 郭毅 黄然 樊子茵 卢
均霆 唐梓丹 邹茉

6月7日，高考首日，广
州市 5 万多名考生奔赴考
场。近年的考生都很注重
“穿”，避免穿戴金属配饰；
吃方面，家长们也很淡定，
“跟平时一样更安全”；行方
面，一些考点为了保证考生
安全及校门口秩序，校门口
实行交通管制；体现广州温
度的是，广东全省唯一盲人
考生，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考点参加高考，相关各
方大力提供方便与支持。

执信：
家长后援团“花式送考”

上午 7时，广州市执信中学
考点，志愿者们在路口进行指引，
协助家长和考生避开人群。交警
和安保人员协调引导车流和行
人，保障考点周边安全畅通。

“一班加油，旗开得胜”执信
元培 1 班的家长们身着统一红
色服装，声音在人群中响起。执
信考场外的“后援团”成为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后援团”们身穿印着“金

榜题名，执信最劲”字样的红
色衣服，手持班级设计制作的
印 着“ 金 榜 题 名 ”和“ 蟾 宫 折
桂”等字样的红色纸扇为考生
祝福。家长李女士身着红色
旗袍，手持一株向日葵，她告
诉 记 者 ：“ 葵 花 寓 意‘ 一 举 夺
魁’，旗袍寓意‘旗开得胜’，
希望孩子可以考试顺利，金榜
题名！”

华附：
妹妹穿红旗袍为哥哥加油

7时 40分，距离高考第一场
考试开始还有 1.5 小时左右，在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
口，校方、警方、后勤队伍已准备
就绪并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
作，为考生的开考保驾护航。

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小女
孩也特意来到现场，为哥哥加油
助威。她激动地表示：“我今天
很开心，希望哥哥高考加油，考
试得满分！”

今年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考点还有 1 位盲人考生。
据悉，语、数、外3门科目由教育
部统一命题，盲文试卷由专用箱
子保存，避免压坏试卷导致考生
无法触摸识别盲文，并安排专人
从北京领回广东。广东自主命
题的 6门科目试卷，则由专业盲
文打字员“翻译”成盲文，同时请
两名以上的教师进行校对。考
生科目考试时间将比使用普通
考卷的考生延长50%。

六中：
学弟学妹现场“助威”

广州市第六中学作为广州
海珠区的考点学校之一，6 月 7
日一大早，校门外便围满了前来
送考的家长。7时 30分，路口的
安保人员、交警已各就各位，开
始疏导人流，两名海珠志愿者也
在现场暖心地为考生提供应急

“助考文具包”，一切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

“沉着冷静上考场，满怀信
心创佳绩！”此起彼伏的口号响
彻校门口。此次高考，六中特地
安排了一支“年轻”的助威队伍
在夹道旁加油打气，鼓励校内外
考生。助威队伍是六中高一高
二的学生，他们自愿报名前来，
既为高考的学长学姐们送上鼓
励和祝福，又让自己提前感受到
高考的氛围。“心情也会很紧张
和激动，无论考得好不好，都是
人生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作
为本次高考助威的班级组织者，
黄同学早上 6 时 30 分就来到了
现场，着手准备高考助威的手举
牌、加油棒等。

七中：
家长穿“答题卡”T恤送考

今年在七中考点考试的除了
普通高中学生，还有来自广州市
财经商贸职业学校的 73名中职
生，她们均来自会计事务专业职
普融通班。进入考场前，她们还
在争分夺秒背诵考点，一名女生
告诉记者，自己心态很放松：“考
上哪所大学都行。”

还有一对前来送考的夫妻穿
着特制的红 T 恤为女儿加油打
气。T恤背后巧妙设计成答题卡，
并配以“全对”字样，“我们找这件
衣服找了好久！”妈妈说。这对父
母一出现在考场外，就引来了其
他家长羡慕的眼光，纷纷拍照。

除了考生和家长，周边还有
不少志愿者和围观高考“战况”
的市民。7时刚过，三位红棉老
兵就守在七中门口。其中一位
老兵刘先生说，他和其他两位战
友都是附近居民，每年高考为考
生打气已是例牌动作，今天守在
场外，听从辖区派出所的调度。

广州巴士驿站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们将印有祝福语的手举
牌、挂有一举高“粽”寓意的玩
偶、印有“逢考必过”等字样的精
致书签带到场外，营造正能量的
高考助考氛围。一名志愿者说：

“今年新增带有美好寓意的小物
料，以此传达对考生的祝福，希
望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自信满
满踏进考场，考出满意的成绩！”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实习
生梁欣雨、郑若彤报道：6月7日，
2023 年全国夏季高考正式拉开
帷幕，今年共有1291万考生走进
考场，比去年增加 98 万，再创历

史新高。广东今年有考生 73.85
万人，比2022年增长3.7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广东为
57 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
其中有一名全盲考生使用盲文

试卷参加考试。“公平高考，一
个都不能少。虽然我们花费了
很多精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欧
阳谦说。

高考首日，上午考语文，下
午考数学。考生们有何感想？
试题到底难不难？羊城晚报记
者兵分多路直击考生考后动态。

语文：
阅读相对有难度
作文题容易看懂
对于今年的高考语文题，

不少考生反映，语文阅读比较
难，记者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
点采访了一位女同学，她表示：

“我觉得今年语文阅读还是有
点难度的，我读了好几遍，纠结
了好久。”

上午高考语文结束后，从
华南师大附中考点走出来的曲
同学表示：“这次的语文考试和
预期的差不多。”对于考试的题
目，“我觉得文言文比较难，但
我对作文是比较有把握的。”

数学：
选择填空较简单
大题顺序有调整
高考首日下午，话题#数学

到底难不难#登上微博热搜。
记者在多个考点看到，和去年
考完数学的考生状态相比，今
年考生普遍显得轻松不少，多
位考生均表示“比去年简单”。

华南师大附中考点的王同
学表示：“太高的分不敢说，135
分应该是有的。我觉得今年数
学的难度和去年相比可以说是
直线型下降，题型是以基础为
主，同时也会涉及一定难度。”

六中的章同学也觉得数
学比高考前的一模、二模都简
单，“选择题和填空题都比较
简单，后面的大题就是顺序有
所调整，跟平时模考的顺序不
一样。”

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蒋
隽 孙唯 崔文灿 秦小杰 甘卓
然 实习生 郭毅 唐梓丹 邹茉

进行时 广东73.85万考生赴考
高考首日，考生感

觉咋样？

多数考生
轻松走出考场

全省唯一
盲人考生
华附开考

曾经你为我护考
如今我成为了你

女警首次回母校护考，意外发现身边男警
六年前曾护航她高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通讯员 南公宣

特写

今年新课标Ⅰ卷的作文
题，给人以极大的新鲜感，特别
是在训练了一系列“二元”思辨
作文题后的学生，见到这个“故
事的力量”的题目，会有较强的
陌生感。而这却对应了高考作
文命题的基本要求，让学生在
新的生活情境中运用祖国语言
文字解决问题。

作文的核心词是“故事”。

但在这个核心词的前面还有修
饰成分——“好的”。学生必须
思考什么是好的故事。每个人
对“好”的定义或许都不一样，
但我们可以从材料的表述中获
得方向，即能“帮我们更好地表
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
迪智慧”“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的故
事，就是好的故事。

学生对“好故事”也可以有
其他方向的理解，但所认识的
好故事，都应该可以给我们带
来正向、积极力量——这一点，
是必须的。

基于对“好”的理解与认识
上的不同，题目为学生提供了
广阔的写作空间。学生可以讲
自己的好故事，可以讲英雄的
好故事，可以讲民族的好故事

……能把故事讲好、讲出故事
为什么好、好的故事有什么作
用，就是一篇好文章。

今年的作文题，与生活联
系紧密，学生要关注身边的人
与事，对生活要处处留心，时时
在意，对身边的人与事还要有
思考，不能只是知晓，还要有
感、有悟、有思考。

（整理 蒋隽）

要让青年们讲更多的故事了。
真正要在国际话语上占据

有利位置，让世界上更多的朋友
和路人听我们说话，关键还是讲
故事。

从寓言到网文，从神话到历

史，中国是一个有记录的文明，
而故事则是伴随每个人成长和
探索世界的标配工具。我们通
过故事了解世界，通过故事掌握
文字，通过故事学习交往、道
德、伦理、科学……并最终通过

故事传承我们的文明、传播我们
的思想。

时间会改变，文字会变迁，但
我们传承故事的文化基因不会改
变。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可以解
决“挨骂”的问题，而且还能将中

华文明之树树立起来，让世界在
聆听中接受，在接受中和解，在和
解之后走向真正的大同。

这是故事的力量，也将是青
年们努力的方向。

（整理 吴小攀）

这段文字的重点落在当下
国家提倡对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之
下，这段材料还有更丰富的内
涵。对世界当然要讲好中国故
事，而对国人自身而言，讲好故
事，也是提升一个人的交流能
力、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调整
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一种重要方
式。简单来说，好的故事既可
以提升民族和国家形象，也可
以提升个人的学习力、思想力
和行动力。

“好的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已经在给出的材料中至少分
四个方面表述出来了，现在我
们要探究的，是什么才是好的
故事？什么才是贴近自身，能
触 动 自 己 灵 魂 和 智 慧 的 故
事？什么才是对自己未来可
能产生深刻影响的故事？什
么才是代表了国家和民族形
象的故事？

所谓好的故事，在内容上是
符合人类伦理道德秩序，并在法
律、制度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所
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产生的故
事。故事具有历史性、国别性和

民族性。当然好的故事还必须
具有情节的曲折、语言的优美、
审美的愉悦等，还必须有悬念、
有美感、有趣味。

故事千万种，适合自己的往
往只有数种。好的故事各有背
景，也各有精神和趣味追求。不
是好的故事都需要你去心追神
想，都需要你去一试身手。如果
那样不加选择，可能乱了你的人
生方寸和阵脚。所以能选择切
合自己现实和心志的好故事，作
为自己人生的基本方向，才称得
上是一个智者，只有智者才能把

握力量的方向。
好的故事要能产生真正的

力量，还需要自己具有强大的调
适能力和创造能力。故事的作
用和意义永远是相对的。没有
一个故事可以在你身上完全重
复，可以重复的往往只是部分情
节或精神意义，所以选择只是第
一步，切合自身情况，在好故事
基础上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精彩
人生，才是好故事能发挥力量的
价值所在。个人是如此，民族是
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整理 陈亮）

在好故事上创造适合自己的人生，才是好故事发挥力量的价值所在

通过故事传承我们的文明，传播我们的思想

让学生在新的生活情境中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解决问题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彭玉平：

广东广雅中学语文科科长、正高级教师 刘文岩:

AI写高考作文
写得咋样？

专家点评：整体结
构不错，但缺乏创意

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甘卓然
实习生 吴恺文

2023
广东夏季高考
语文作文题

统筹/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广东作协副主席、广东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 阿菩:

大咖点评广东高考语文作文题目

讲好中国故事 是青年们努力的方向

广东唯一一位全盲高考生在老师带领下步入考场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学生有序走进考场 钟振彬 摄

陈芷岚和赵方明

插图/杜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