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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2020 年高考作文全国新高考 II 卷深度解析及范文

县骨干教师 邱欣祥老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读书还是行路，

我们都会与地名不期而遇。有些地名很容易

让你联想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特征、风土民情、

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等；有些地名会唤起你

的某种记忆与情感，或许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又或它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电视台邀请你客串《中华地名》主持人。请

以“带你走近_________”为题（补充一个地

名，使题目完整），写一篇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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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20 全国新高考 II 卷

语文试题。

【命题方向】

学会学习：信息意识、乐学善学

科学精神：勇于探究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审美情趣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责任担当：国家认同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无论读书还是行路，

我们都会与地名不期而遇”是题目提供的真

实情境之一，这要求考生一定要围绕“地名”

而展开写作；“电视台邀请你客串《中华地

名》主持人”是题目提供的真实情境之二，

这告知考生必须要以《中华地名》主持人的

身份进行写作；考生写作时，千万不能忽视

这两个真实情境。

2.典型任务的限制。“请以‘带你走近______’

为题（补充一个地名，使题目完整），写一

篇主持词”，是本题的典型任务，这一任务

要求考生必须先把题目补充完整，且要补充

的是一个地名；再者，“带你走近_________”，

其中的人称代词“你”需要特别注意；同时，

考生要写一篇电视节目主持词，就要有观众

意识，要有充沛的情感，要做到语言优美，

能感染观众。

3.价值判断的限制。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

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它的背后既有

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又有乡风、乡音和

乡情。不管是这个地名所代表的独具特色的

自然特征、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著名人物

等，还是地名唤起的某种记忆与情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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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特殊的意义，都要求考生关注这个

地方，了解这个地方。题目旨在以地名为载

体，挖掘地名及地名所代表的地方中的传统

文化，以期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家国意识。

4、文体的限制。“写一篇主持词”规定了考

生只能将文章写成主持词，而不能写成其他

体式。

开放性：

1.地名选择是开放的。 “带你走近

_________”是一个半命题作文，考生可以选

择的地名是丰富多样的，可以选择自己身边

的、熟悉的地名，也可以选择阅读过程中发

现的地名。如浙江的安吉，建县始于东汉，

取《诗经》“安且吉兮”之意；湖北的嘉鱼

县，因《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得名，“南

有嘉鱼，烝然罩罩”，而嘉鱼自古以来便是

鱼肥水美之地；重庆的千厮门取自《诗经·小

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

稷稻粱，农夫之庆”，以此预祝丰收、祈祷

满仓；北京的怀柔，出自《诗经·周颂·时

迈》中的“怀柔百神”，“怀，来也；柔，

安也”，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达的是古人

对交融发展、和平安宁的渴望……

2.立意角度是自由的。地名选择是自由的，

选择某地名的具体原因、意义也是自由的。

如考生可以侧重写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风

土民情、著名人物，也可以侧重写与自己相

关的某种记忆与情感、难忘的故事等，还可

以写它对自己的特殊意义。题目给了考生充

分的立意自由。

3.联想和想象是开放的。每一个地名都有其

独特之处，有其特殊的来源，考生可以选择

自己最为熟悉的角度进行联想和想象。比如

考生可以从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地方的自然特

征、风土民情等角度进行联想和想象，而且

联想什么样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是自由的；

可以从历史文化、著名人物角度进行联想和

想象，而任何一个地名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和

著名人物都不是唯一的。至于地名唤起的某

种记忆与情感，让人想到的难忘的故事以及

特殊的意义等，对考生来说就更加富有个性

和自由了。应该说，题目所给联想和想象空

间是很开放的。

【解题】

本题是一道半命题作文，审题立意难度不大，

也不易离题，考生有内容可写，能够做到正

确立意，但不一定能写好。写作时，考生应

尽量选择小的切入口，写自己熟悉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是自己的家乡，可以是“万

里路”中的一站，也可以是“万卷书”中的

一地。不管选择哪里，都要尽可能达到感同

身受的效果。

近年来，半命题作文通常只在各地中考作文

中出现，高考一般不出半命题作文。几十年

来，只有湖北在 2009 年出过“站在______

的门口”的作文题。2020 全国新高考卷Ⅱ的

作文命题，突破了这一固化思维，警醒考生

不能仅使自己停留在习惯当中，备考时应尽

可能全面。同时，这道作文题继续考查实用

类文体写作，但又推陈出新、出其不意，考

了主持词这一体式，扩大了实用类文体写作

考查的范围，较有新意。这启示考生，所有

实用类文体都要熟悉，不能停留于往年考什

么文体就局限于训练某一文体的习惯中。

总之，这道题目符合新课标“立德树人”的

理念，考查考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文化

传承与理解”，是一道成功的高考作文题。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带你走近安吉。

2.带你走近嘉鱼。

3.带你走近扬州。

4.带你走近怀柔。

5.带你走近西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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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题立意】

1.带你走近我的家乡。（未点明具体地点，

不符合题目要求）

2.带你走近大自然。（忽略限制，偏离题意）

……

【下水文】

带你走近绍兴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第四中学

邱欣祥老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烟花三月下扬州”写就扬州的美景；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记录了南昌的历史

延续；“春风不度玉门关”诉说玉门关的气

候环境……你们最熟悉的地名是哪里呢？是

您的家乡，还是您去过的地方，相信那样一

个地方总有这样那样的故事让你终生难忘。

是的，地名是一个载体，地名背后是历史，

是传统，是乡情，是信仰，是炎黄子孙的文

化素养和家国情怀。每一个地名都有故事，

每一个地名都饱含深情，每一个地名都意义

非凡。

您是否记得这样的语句：“永和九年，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修禊事也。”

语句中的会稽是哪里呢？它就是今天的

绍兴，这也正是我要带你走近的地方。绍兴

是后来的名字，最早的时候这里叫会稽，西

汉时属会稽郡，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提

到了会稽山阴，山阴是会稽郡下辖的一个县。

或许，你会问，这绍兴有美景吗？当然有，

您看“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

流激湍，映带左右”，这个地方有山有水，

有林有竹。您也会说，这样的美景到处都有。

不错，可这一景致出自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

亭集序》，自然使其叠加一成人文气息。

每每读到这些文字，就让人想到绍兴的

斯文儒雅。

《兰亭集序》言：“……引以为流觞曲

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

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描绘了当时盛行的

活动——曲水流觞。上巳节众人围坐在回环

弯曲的水渠边，将特制的酒杯置于上游，任

其顺着曲折的水流缓缓漂浮，酒杯漂到谁的

跟前，谁就要即兴赋诗一首，否则罚饮金谷

数杯，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尽兴为止。当时

参加此次集会的均为魏晋名流，其中就有王

羲之和他九岁的儿子王献之。王羲之的《兰

亭集序》就是为曲水流觞时群贤们赋的诗收

集起来做的序言。一篇序言，让我们了解了

当时的风俗，认识了文人们的雅兴，记住了

绍兴。

或许，您还不够尽兴，美景与风俗兼具，

仿佛还少了点什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山的沉稳，水的灵动，汇聚成“人杰地灵”。

不错，绍兴自古出英才。哲学家王充、爱国

诗人陆游、哲学家王守仁、马寅初、鲁迅、

蔡元培、竺可桢、钱三强等一大批英才都出

自绍兴。

走近绍兴，就是在阅读绍兴这本书，她

的内里和外在都让人着迷。您难忘的地名也

应该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怀，就让

我们一起从地名出发，走近更多地方。谢谢

大家收看《中华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