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评分细则是在抽样的基础上制订的，不一定就是最完美的

操作细则。请各题组在开始评卷前再次共同研磨试卷，再

在试评阶段留意和总结学生答题情况，完善本题组的评分

细则再执行。 

2023 年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一次调研考试 

作文评分细则及标杆卷点评 

 

第一部分：作文题目、审题要求与评分细则 

一、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冲浪是冲浪者站在冲浪板上驾驭海浪的水上运动，已被列为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惊涛骇浪之上翱翔，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海浪够高够大，

且在冲浪者可驾驭的范围内；冲浪板尺寸合适，能被冲浪者灵活操控；冲浪者有

足够的勇气，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期。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

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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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写作任务 

1. 能够明确回答“在时代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的核心问题。 

2. 能够准确理解材料的隐喻意义。能够从水上冲浪所需的条件，准确迁移到做

好时代冲浪所需的条件。海浪隐喻时代浪潮、时机、时势等；冲浪板隐喻外在条

件的辅助；冲浪者的勇气和身体素质隐喻身心素养，如知识、能力、勇气、志向

等等。具体理解可以多样，但整体内涵要吻合材料情境，如将“海浪”对应为“困

难”、“理想”、“目标”，则背离了材料的内涵，表明考生未能准确理解。 

3. 能准确把握三个条件之间的关系：三者有外在条件，有内在要求；缺一不可，

相伴共生。  

三、打分等级参照： 

一类，54～60：结合材料，从水上冲浪到时代冲浪的隐喻意义理解准确；能圆满



回答“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的问题，且能够将几个条件建立合理的逻辑联系，

文章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语言通畅，结构严谨，文章有亮点。 

二类，48～53：结合材料，从水上冲浪到时代冲浪的隐喻意义理解准确；能结合

几个条件，完整回答“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的问题；语言通顺，结构完整，无

亮点。 

三类上，45～47：结合材料，从水上冲浪到时代冲浪的隐喻意义理解基本准确；

基本能回答“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的问题。 

三类下，42～44：结合材料，从水上冲浪到时代冲浪的隐喻意义理解部分准确，

或仅能抓住部分条件，不能完整回答“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的问题。 

四类，36～41：结合了材料，但对水上冲浪到时代冲浪的隐喻意义理解不准；或

对材料关照不够，与材料内涵若即若离。 

五类，35及以下：不结合材料另起炉灶的，只选材料中一词一句不结合材料整体

内涵的，以及其他偏离题意的。 

四、关于等级打分： 

（一）基础等级——内容和表达两项，以题意、内容、语言、文体为重点，全面

衡量。 

内容（20 分）：重点是题意、内容。 

表达（20 分）：重点是作文的结构、语言、文体、卷面等。 

（注意：在“内容”等级判分的基础上，表达项不跨等给分，如内容判三等，表

达不能在一等给分，只能在三等或二等或四等给分。）  

（二）发展等级（20 分） 

1. 基础等级分要与发展等级分相匹配，不跨等给分。 

2. 发展等级一般不在内容或表达的下一等给分，如内容一等，表达二等，发展

等级一般在一等或二等给分。 

3. 内容在四等的，“发展等级”可以给 1到 2分；抄袭的，“发展等级”不给

分。 

五、关于作文的其他项评定: 

（一）扣分项评定 

1. 错别字，1个扣 1分，重复不计； 

2. 不足字数者，每少 50字扣 1分； 

3. 无标题扣 2分。 

 （二）残篇评定 

1. 400字以上的文章，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 

2. 400字以下的文章，20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3. 200字以下的文章，10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4. 只写一两句话的，给 1分或 2分，不评 0分。 

5. 只写标题的，给 1分或 2分，不评 0分。 

6. 完全空白的，评 0分。 

 

第二部分：标杆作文图文版及点评 

1号文： 

 

 



 

 

【点评】20+19+19=58 

发现一号文（最优标杆卷）每每不易！在众里寻他之中，总期待有“充分契

合题意、符合命题意图”上佳者出现：文章立意的确定，恰到好处；写作引导语

的呼应，直接主动、贴切完备；逻辑结构的建立，严密不板滞；文章语言的风格，

灵活有特色；卷面书写的印象，清晰而有美感（期盼深中温卓越神般试卷再度显

灵）。但过眼所见多是“集众美于一身者寡，各美其一端者众”。不过，“可遇不

可求”，惊喜总还会有，比如这篇一号文。其可得最高分（56分）的理由，列于

其次： 

首先见思维整合之功，显出作者高级思维品质。主要体现于作者对写作材料

的心领神会：“……在惊涛骇浪之上翱翔，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海浪够高够大，

且在冲浪者可驾驭的范围内；冲浪板尺寸合适，能被冲浪者灵活操控；冲浪者有



足够的勇气，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这里没明言几方面条件，善分解者说有 5

个“冲浪”条件：①海浪够高够大；②可驾驭；③冲浪板；④勇气；⑤身体素质。

但这位考生能见“条件”列举中所用 2个“：”的用意，2个“；”自然 3个层次，

即 3方面“条件”。这位考生用的不是“分解”而是“整合”，让人觉得他深得中

国文化里“3”的奥妙。而“不假思考”或“浅浅思索”者自然看不见条件中可

综合处；当然更从有综合，却综合出问题，如“海浪够高够大”解读为“宏大的

目标”，这在冲浪语境中有些不明就里。而本文则不然。文章的整合思维集中体

现于①②两段。第①段对三方面条件进行整合，第②段用“正如”一词把冲浪的

“三条件”和时代青年的“三方面素质”建立关联，便是其超出寻常之处。正是

归纳、整合思维的主动运用，才见出思维品质的优秀，如此超拔，突显，令人欣

慰之至。 

其次是见“结构图示”之力，显出写作先谋框架、建构逻辑的力道。三方面

条件，自然“排排座，分果果”般并列平铺写法省事，但思维力、逻辑力不足。

本文摒弃“写到哪算哪儿”的写法，不仅意在笔先，更是下笔前已心有“建筑图

纸”，而且，这“图纸”框架结实，逻辑力相当强。因而，在①②思维整合展现

之后，有了中间 3个段落的高度结构化呈现。你看这每一段的段内结构，均是先

一句总起，然后或引用名言警句，或拓展至其它方面，最后再一句“此为第？句”

作结。这不是也有些“成竹在胸”有意思么。 

第三是语言的讲究，意在典雅，显出文章的语言特别的“样子”。这句话，

本身就是褒贬参半。这里没有夸奖文章妙笔生花般的语言，因为，文章有意或刻

意追求简短句式（多四字句式的整齐）、典雅文风（喜用半文半白），但整体上，

给人感觉并不是那么“丝滑”。不过，议论文多用简短句子，多用稍加修饰的句

子，多用些有点文言味的句子，获得文章的高识别度。当然，实实在在说话，也

许给人另一种“丝滑感”，“修辞以诚”毕竟还是根本。 

（点评者  葛福安） 

 

 

 

 

 

 

 

 

 

 



2 号文         

 

 



 

【点评】18+19+19 =56 

文章的立意符合题意。作者对三个概念的含义理解准确，并将三者分为外部

环境和主观因素进行阐释，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文章的结构灵活。用两个问句将文章的内容勾连起来，上下文的转换与衔接

十分自然，避免了简单的一对一的三段式结构。第一段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

到这一点呢？”引出对“海浪”“冲浪板”的寓意的理解及其现实意义，然后用

“在把握了外部环境提供的优势后，我们又应当怎么做？”对上文进行总结，即

“把握外部环境提供的优势”，同时引出对“冲浪者”需要具备的内在的因素的

讨论。 

文章的论证方法多样。有举例论证、假设论证、引用论证等，其中三处引用

恰到好处，既增加了文采，又强化了观点。文章的句式采用整散句、长短句结合

的形式，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使论证的语势较为充沛。   

不足之处：对“时代浪潮”的阐释缺少时代色彩，题目中有“当下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的提

示语，作者没有针对当下所处的时代特征进行解读；对“冲浪板”的分析不够充

实；“充沛的勇气”“抓紧时代的红利”之类的句子有语病。 

（点评者 刘艳平） 



3 号文： 

 

 



 

【点评】18+18+18=54 

一类文。 

本文围绕“握冲浪之要领，驾时代之浪潮”开展写作，采用总分总结构。标

题采用动宾结构，对仗式点明自己的观点。 

第一段总写冲浪三个条件及驾驭时代浪潮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该段开门见山，语言简洁，较好地完成了引导语中的写作任务。 

第二段写在海浪下提高自身能力的重要性，勾连冲浪第一条件海浪够高够大，

且在冲浪者可驾驭的范围内。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连用三个论据论证提高自

身能力后取得的成果，三个例子同时关涉了如何提高自身能力的具体做法。 

第三段写善于采用适宜工具并运用工具的重要性，勾连冲浪第二条件冲浪板

尺寸合适，能被冲浪者灵活操控。本段谈及新中国国情，彼时百废待兴，我国在

选择合适的“冲浪板”后，灵活操控“冲浪板”，逐渐变为百废俱兴的强国。 

第四段写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性，勾连冲浪第三条件冲浪者有足够的勇气，

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美中不足的是，材料中第三条件有二，本段只谈及了其一

心理素质，忽略了“良好的身体素质”。 

结尾段小结全文，呼应标题和首段，运用“我坚信”，表达了考生的感悟和

思考。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论证不谨严，如第二段所引用三个事例，彰显的是刻苦勤

奋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论点“自身的能力是自己所掌握的最强大的武器”。                 

（点评者 史云梅） 

 

 



4 号文 

 

 



 

 
【点评】17+17+18=52 

本文属论述类二类文。 

在标题《时代之海，破浪而上》中，“时代”扣住提示语中的“大变局”“伟

大复兴”等大环境条件；“海”字是对源材料显性语境“冲浪”的回应；“上”字

用得好，力量感和动态感拉满，直奔“奋击者进”“勇进者前”的主题。关于“破”

字，我想与该考生商榷：文章说，够高够大的海浪是新时代提供的“先决条件”

“最好条件”。那么，我们应该“用”好条件还是“破”掉条件呢？我建议改为

“踏浪而上”“乘浪而上”，或者用文章首段的“凭浪而上”。 

首段以极简之笔墨提炼出源材料的精髓，顺势又极精准地点明主旨：“凭浪

而上、善假于物、提高自身，才能在这场大浪中，激流勇进。”入题迅速，简洁

有力；立意精准，统摄全篇；表达有味，引人注目。 

第二段紧承首段的“凭浪而上”而来：够高够大的海浪是新时代提供的先决

条件。考生准确理解了“海浪”的隐喻内核。“脱贫攻坚”“独立自主”“对外开

放”等时代成就这些都是够高够大的海浪。这段中，我有一个小建议：从语意上，

我明白“时代的成就”与“时代提供的条件”间的同构性；但在表达上，“成就”

和“条件”似乎还“隔了一层”。且“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表达的是时代为我

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也应提高自己匹配“够高够大”的“驾驭”能力。

此一层的含义，考生没有捕捉到。 

第三段承接首段的“善假于物”而来：一定的外力条件，可以助力我们的成

功。从舟楫鹏鸟到网络信息，从古圣先贤到时代特征，从具象的呈现到抽象的提

炼（“是冲浪板，也是无限可能”这句非常好），句句不离“冲浪板”和“条件”

这组隐喻结构，视野开阔、思路清晰、立意精准，考生有非常扎实的写作功底。

段末“这块时代‘冲浪板’”处，应以精微的论述完成前文蓄力后的释放，具体

阐释“灵活操控”，却以“李子柒”和“樊锦诗”二例作结，笔势直坠。有种唱

《青藏高原》前面穿云裂石，最后高音没上去，掉到雅鲁藏布江底的感觉。且这



二人也不能当作“冲浪板”理解。 

第四段顺承首段的“提高自身”而来：一方面，我们应举强体之火；另一方

面，我们应坚定理想信念。身心条件都重要，考生的这个理解符合源材料的内在

逻辑：“冲浪者有足够的勇气，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但四段首句的“内因决定

外因”，还有身体情况不理想但意志极其坚定的邢益凡、江梦南两个实例，就把

“勇气”和“身体”的逻辑关系割裂了。“结合材料”，既要结合材料的内容、含

义，也要结合材料设定的逻辑关系。 

第五段“提高自身，利用时代机遇，融入时代大势”再次回应“在时代的浪

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这一中心问题；“滂滂大潮，踏浪而行”

既回应了语境，复现的语词又使首尾两段实现完整闭合。四字句，激励语，志高

远，明目标，结尾铿然有力。 

本文优点已在前文详述，此不赘言。 

我有四点建议： 

在行文思路上，不仅要抓住三个条件的本身特征，而且要看到三者之间的隐

性关系：海浪、冲浪板、冲浪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在对源材料的理解上，既要全面理解其内涵（“可以驾驭的范围”“灵活操控”），

还要尊重源材料内在的逻辑关系（“身心”）； 

在对先验概念的阐释上，比如第二段的“条件”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读者

可以“不言自明”，要以语言具体阐释； 

在援材料的引述上，大部分引证准确而扎实，但也有一些以叙代议，要在言

之有物、言之有序上多一些思考。 

（点评者 窦波） 

 

 

 

 

 

 

 

 

 

 

 

 

 



5号文 

 

 



 

【点评】18+16+16=50 

     二类文。 

     本文能够结合材料中冲浪者翱翔海浪上的三个条件，回答当今青年人立于

时代潮头应该具备的素养。 

文章在前半部分，结合冲浪的基本条件，阐明在当今时代，青年人要趁着时

代搭好的平台，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冲浪板——合适自己的领域，拿出深植于中华

儿女的心中的勇气，立于潮头浪尖！  

后半部分内容则再进一层，从前面的基本认知延伸到至个人的具体选择：选

“板”要适合自己，而不一定要随波逐流；真正的勇气是“面对失败挫折仍屡败

屡战的勇气无悔”，而非并非“无知者无惧”；若风浪过大，要学会暂时避之，不

可鲁莽行事。 

结合前文对三个条件的理解——不可或缺、相生相伴。文章体现出较好的思

辨性，体现了考生思维的缜密。 

然而本文问题也比较突出：一，做时代之弄潮儿能不能代替写作任务要求的

“做好一名冲浪者”？“弄潮儿”与“冲浪者”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作为



本次写作的核心任务，这样的表达是非常不合适的，考生当引以为戒。二，本文

在表达上还有不少欠缺，多处出现错字、别字，个别地方还不够通畅。 

（点评者  李园园） 

6号文： 

 

 



 

【点评】16+16+6=48 

二类下文。 

本文扣住“做好冲浪者”的三方面的条件-----时代、方法、勇气论证，回答

了“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这个写作任务，以演讲稿

形式完成写作，结构完整清晰，材料寓意解读准确。 

标题《崇真笃行，做好时代的冲浪者》中“真”和“行”对应了“方法”和

“勇气”，但是比较牵强。但是“做好时代的冲浪者”是对材料任务的准确概括。 

第一段以简洁语言概括了材料的主要内容，将冲浪三个条件海浪、合适的冲

浪板，勇敢和身体素质点出。接着勾连现实，引出中心观点：“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已为我门提供一个便于我们操控的浪，我们

则需要靠自己去找一个合适的冲浪板和锻炼健壮的体格和勇气。”其中“浪”“冲

浪板”没有点明寓意，概括性不强。 

第二段指出每个人都要遵世上共识的“真”，和属于自己的“真”。“真”理

解为一个信念、一个方法、一条道路是可以的，但是“真”字不能代替“工具、

手段”这一寓意。接着从个人、企业、国家的角度举例论证，比较恰当，最后得

出结论：“用独特的方式，融入时代的浪潮中，让时代的浪潮涌动得更高更大”。

本段从“工具、手段”角度分析，但未准确点明是“冲浪板”对应的寓意，分析

较为模糊。 

第三段从勇气层面分析做时代冲浪者具备的条件。接着以吴天一院士、顾诵



芬、谷爱凌举例论证勇气的重要性。最后得出结论“有了勇气，我们便也可以操

控骇浪”。本段概括之概括了“勇气”这一具体的意志层面的条件，指向太具体，

缺乏人的内在意志和外在体魄素养因素的概括，逻辑概括能力不强。 

第四段结合我们青年的身份，简述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并强调

青年不应浪费大好的时机，要拿出适合的冲浪板，勇敢地踏上它，，就可以成为

熟练的冲浪者。将三个条件综合起来分析，但是“时代”的分析不多，显得单薄。

尤其是三个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缺乏，显得不够连贯。 

第五段发出呼吁，再次回扣中心观点。 

不足：“时代”这一条件要素分析简单，第四段落和第二三段显得用力不均

衡。三个条件之间逻辑关系不紧密。而且“真”和“行”的概括不够准确。 

                                               （点评者：徐晓花） 

7号文：                  

 



 

 
【点评】15+15+15=45 

本文围绕标题 “立冲浪板上，过时代之浪”开展写作，基本完成了写作任

务。但对材料中的“冲浪”“冲浪板”“浪”的隐喻意义解读不到位。 

首段紧扣时代开展写作，强调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在时代浪潮中做一

名冲浪者。此处对于材料解读残缺，引导语中直言：“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应

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此处，考生将“做好一名冲浪者”改为“做一名冲

浪者”，将时代冲浪者的要求降低了。材料解读的残缺导致不能很好地完成写作

任务。 

第二段是对材料的概述。三到五段使用并列结构，分别论述了冲浪的三个

条件。第三段将“海浪”解读为“机会”“机遇”，略偏，呼吁选择最合适自己



的海浪。第四段思考工具合适，使用例证法分析。第五段要求有勇敢的心，兼

谈良好的身体素质。 

尾段收束全文，写作立场鲜明。 

（点评者 史云梅） 

8号文： 

 

 



 
【点评】14+14+14=42 

三类下文。 

本文扣住“做好冲浪者”的两个条件-----时代、人（勇气和体魄）进行论证。

虽然回答了“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这个写作任务，

但是缺少“冲浪板”这个工具、手段的关键条件的论证，要点概括不全。结构虽

完整，但内容略显单薄。 

标题《掌天时与地利之舵，扬勇气之帆》中“天时地利”对应“环境、机会”

而“勇气”和“身体素质”一详一略，点明了二者的关系。 

第一段：引出写作任务，指出“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杰出并能紧紧跟随时代的

狂风剧浪的冲浪者”是我们的时代课题。 

第二、三段：分析第一个条件，抓住时机。本段回顾历史，从社会发展角度，

指出时代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一天时地利，我们应抓住时机。本段将“浪”

与时代结合起来，对应清晰。 

第三、五、六段：提出第二个分论点，指出“冲浪者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良好

的身体素质，这是惊涛骇浪上翱翔的基本前提”，其中勇气层面分析较为详细充

分，身体素质较为简洁概述。但是没有将二者提升思维，概括为“修己身”的内

外条件的综合素养。 

第七段：结合我们青年的身份分析，有对象性，指出“我们应掌好天时地利

之舵，扬勇气之帆，用良好的身体素，并力向中伟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前行”。 

第八段：发出呼吁，再次回扣中心观点，简洁有力。 

不足：“工具手段”这一关键条件缺失，说明考生对材料要点概括不全，不

能很好完成“做好一个时代冲浪者”的任务。两个条件之间关系割裂。分段频繁，

显得内容单薄，虽然写到了 800 字这一行，但是实际字数不足（672 字）。 

                                              （点评者：徐晓花） 

 



9 号文 

 

 

 

 



 

【点评】11+13+14=38 

本文语言通畅，感情充沛，阐述了当今时代我们要发展自强，实现中国梦的

主题。 

但是，作为一篇考场作文，本文不能整体把握材料、结合任务要求行文：第

一，对材料的关照不够，但对材料中冲浪者翱翔海上需要的条件基本没有提及，

没有做到“结合材料”；第二，行文随意，不尊重题目给定的材料内涵，只是结

合自己对冲浪运动的理解，想当然行文，比如“全面发展”是“冲浪运动者的四

肢”等。 

因为内容上暗合了“勇气”，也有“抓住时机”的表达，与材料内涵若即若

离。判为四类文。 

（点评者  李园园） 

10号文 

 



 

 

【点评】10+10+10=30 

本文属论述类五类文。 

本文最大的问题是对源材料的理解偏颇。源材料是论述的起点，“结合材料”

有以下两个含义：一是要以全部材料为起点，作文的主题要由材料得出，中间要

提到材料，以材料作为重要论据；结尾要回扣材料，不可置材料于不顾，不可抛

开材料写作。二是既要结合材料的内容，也要结合材料的含义、逻辑关系及其情

境。 



按照以上标准，本文只满足了“结合情境”——海浪。但对海浪的理解表层

化，甚至曲解材料中的含义了。 

作文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

这一问题，考生的答案是“享受”。这可能是受到信息类阅读“慢生活”的影响，

可能是代入了现实生活中自己对“冲浪”的理解。总之，代表本文核心观点的“享

受”一词来源不正义——它并不来自源材料。 

这篇作文的底层逻辑的起点是先找寻到“现实中如何冲浪”的三个条件——

在材料中——即凭浪而上（海浪）、善假于物（冲浪板）和提高自身（勇气和身

体）。本文因为底层逻辑脱离了材料，上述应然变成了“享受自我”“享受世界”

“享受生活”。这是核心观点不出自材料的、必然的“谬之千里”。 

我给这位考生提两个建议： 

一是要尊重源材料。应试作文要抱紧源材料，就像是爸爸第一次抱着刚出生

的孩子一样，抱得要稳要紧； 

二是要理解高考作文的“隐喻模式”。隐喻模式存在一个对应明确的里外结

构，就像是“围棋”“大观园牌匾命名”是外结构，它们对应了一个“尽管这件

事不是围棋和牌匾命名，但道理一模一样”的里结构。现实中的冲浪需要三个条

件：海浪、冲浪板、冲浪者，这是外结构；那么，它在“大变局”和“民族复兴”

的语境下，咱们青年或国家想要“冲浪”对应的里结构是什么呢，想通这点方能

下笔。                                           （点评者 窦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