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届新高考基地学校第四次大联考 

作文评分建议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礼运》中“选贤与能”和《谏太宗十思疏》中“简能而任之”都强调了古代选拔人才的共同

标准——能。什么是“能”？不同的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又应该具有怎样的“能”？这都是我们应该深思

的问题。 

以上论述对你有什么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一、审题 

1.命题解读 

这是一道凸显立德树人价值导向的作文题。作文题由材料、提示语和要求三部分组成。 

材料可分三层。第一层引出古代选拔人才的共同标准——能，点明了命题的核心概念。第二层

指出“能”的定义因时因人而异。第三层强调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应如何思考“能”

的内涵。 

从整体看，对“能”的思考应有古今的比较。显然，写作侧重点，应该落在对“能”的当下思

考上，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提示语引导考生要努力呈现自我的真知灼见，不要人云亦云。 

要求部分强调了角度、文体等注意点。其中，“自选角度”是一个明确的指引，提醒考生不必

强求面面俱到。 

2.写作注意点 

考生需将“能”的内涵具体化，不能漫无边际地通篇空谈“能”。 

要有古今之辨，要突显时代性。较好的构思，宜取“能”之某些具体表现，作为古今流变的观

照取舍对象，最终阐述“能”之某些具体表现的时代样态和价值。 

文体不限，意味着考生可以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选择最擅长的写作形式。但无论选择何种文

体均应符合相应的文体特征。 

    二、评分 

（一）判分原则 

作文阅卷要公正公平；坚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注重考查考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表情达意

的能力，要从切题、立意、选材、结构、文体等写作基本能力和语文素养诸方面进行综合衡量，精

准量分。 

需注意的是：若出现具有个性化文体样式的作文，如杂文、剧本、故事新编等，只要形式、内

容均恰当，要敢打高分。 

（二）评分等级 



本次评分为四等七类。一等卷 48～60, 其中一等上 54～60， 一等下 48～53；二等卷 36～47，

其中二等上 42～47，二等下 36～41；三等卷 24～35, 其中三等上 30～35，三等下 24～29；四等

卷 0～23。 

评分参考量表 

类别分值 审题立意 语言表达 主要特征 

-等卷 

48～60

分 

一等上 

54 分以

上 

审 题 精

准，立意

深刻或新

颖。 

语 言 有 特

色，言近旨

远，言简意

丰。 

充分理解材料内涵和提示语要求，文章有灵

气，角度选择精当，结构精巧独特。侧重议

论的，能紧扣主题形成独到的观点，有层次

展开，议论精准、灵动、深刻，情理相融；

侧重叙述的感情真挚，能选择个性化的素

材，生活气息浓郁，构思独特，语言鲜活，

形象丰满，意境深远。 

一等下

48～53 

审 题 准

确，立意

清晰，有 

见识。 

语言通畅、

连贯、得体，

言能尽意。 

能理解材料内涵和提示语要求，文章有亮

点，层次分明。侧重议论的，观点正确，角

度恰当，说理透彻，有逻辑性；侧重叙述的，

能选择个性化的素材，有较强的生活气息，

有形象和意境。 

二等卷

36～47

分 

二等上

42～47

分 

审题比较

准确，立

意比较清

楚。 

语言通顺，

言能达意。 

能理解材料内涵和提示语要求，思路清晰，

结构完整。侧重议论的，观点明确，用例正

确，说理清晰；侧重叙述的，有生活气息，

主旨明确，叙事完整。 

二等下

36～41

分 

审题基本

清楚，立

意基本清

楚。 

语言大致通

顺，偶有不

尽规范准确

之处。 

基本能理解材料内涵和提示语要求。侧重议

论的，观点大致成立，论证不够有力；侧重

叙述的，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主旨大致明白，

结构基本完整。 

三等卷

24～35

分 

三等上

30～35 

审题不完

整，立意

不清晰。 

语言不够通

顺，偶有不

尽规范准确

之处。 

未能完全理解材料内涵和提示语要求。 侧

重议论的，观点大致成立，论证不够有力； 

侧重叙述的，基本符合生活真实，主旨大致

明白，结构基本完整。 

三等下

24～29

分 

貌 合 神

离。 

语言拙劣，

多有语病、

标点随意。 

对材料和提示语要求理解不当，貌似相关实

则无关，写作水平较差。 

四等卷 0～23分 

自 说 自

话。 

语言粗俗、

混乱，基本

功差。 

全然不顾材料和提示语要求，写作水平差。 



（三）评分提示 

1.考生能围绕自己对“能”的理解行文，阐明“能”的价值、意义，视为符合题意，则赋分不

低于 42 分。 

2.全文平均用力、缺少中心，或空洞谈“能”，原则上不超过 40 分。 

3.全文偷换概念，偏离对“能”的认识、理解，最高不超过 29 分。 

4.全文完全脱离“能”的主题，最高不超过 23 分。 

5.全文不能按题旨，从历史流变的视角来思辨“能”，只写当下之“能”，最高不超过 48 分。 

6.对角度精当、见解独特、思想深刻、结构精巧、有文采、有意蕴的作文，应敢打高分。 

（四）个案处理 

1.经“查重”，确认抄袭的，其中二分之一篇幅与原作相同的，原则上不超过 23 分；三分之二

篇幅与原作相同的，原则上不超过 10分；内容基本相同的，最高不超过 5 分。 

2.写成诗歌的，一律提交专家组处理。 

3.完篇而字数不足，正常评分之后，再扣字数不足分，每少 50 字扣 1 分，扣满 3 分为止；明

显未完篇的文章，视篇幅和内容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最高不能超过 40 分(不满 100 字，0～4 分；

200 字左右，5～8 分；300 字左右，9～15 分；400 字左右，16～25 分；500字左右，26～35 分； 

600 字左右，36～40 分)；未完篇的文章不再扣字数不足分。 

4.游戏高考、游戏人生、语言格调低下的“问题卷”，评分最高不得超过 35 分；凡思想情感庸

俗低下，即使是切题完篇，评分最高不得超过 17 分；如果内容恶俗不堪，评分最高不超过 8 分；

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一律提交专家组处理。  

5.卷面、错别字扣分，每错(别)字扣 1 分，扣满 5 分为止。 

6.不写作文题目的，扣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