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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冲刺提升

任务驱动型作文审题、立意

精准突破



 内容索引：
真题回顾体悟

 解题技法归纳   

 强化提升训练



(2020·全国新高考Ⅱ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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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切合身份；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这是一篇典型的任务驱动型作文。作文要求考生当一回《中华地名》

栏目的客串主持人。考生需补充上自己熟悉的地名，使题目完整后，按照

主持词的文体要求，完成一篇主持词。

从信息关键词看，材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思路，考生选择一个自己熟

悉的地方，例如旅游胜地、文化古城等。完成地名选择后，考生再通过调

动记忆中存储的相关素材储备，对这个地方的自然特征、风土民情、历史

文化、著名人物等进行筛查，对能唤起记忆与情感，或者是有难忘的故事，

又或者是有特殊意义的角度进行排序，选择较好入手的角度进行切入，由

浅入深，挖掘该地域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征。



任务驱动型作文在审题时，要特别注意材料提供的任务指令。2020年

全国新高考Ⅱ卷材料作文给我们提出了以下任务驱动指令：

1．文体驱动：本题要求考生写一篇主持词，主持词属于应用文范畴，

我们要明确该文体格式的要求。

2．内容驱动：该题要求考生从熟悉的地名入手，选择自己生活、旅游

过的地方，进而激发考生对于家乡文化或某一地域的热爱，书写地域文化

内涵实质。

3．对象驱动：写作时要有写给谁的语境意识。考生需化作电视台主持

人，带领电视机前的观众领略某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那么在语言上我们要

避免口语化，在逻辑上需要注意层次的递进或者并列，选取的人、事、物



要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4．思维驱动：在写作时要有思辨性和探究性，注意人文精神、社会责

任和公民意识。在论述地域文化的现状与优势的同时，能否深入挖掘地域

发展的弊端和不足，为地域发展献言献策，也是当代青年学子需要思考的

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这则材料作文的立意会因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不能把作文

写成景物观光式的导语，而应侧重风土人情及历史文化等人文精神方面的

探讨。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与一般材料型作文的区

别。不妨以高考真题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

【例1】(2022·全国新高考Ⅱ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微纪

录片，介绍一组在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人物。他们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行

业，也选择了事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展示出开启未来的力量。

有位科学家强调，实现北斗导航系统服务于各行各业，“需要新方

法、新思维、新知识”。她致力于科技攻关，还从事科普教育，培育青



少年的科学素养。有位摄影家认为，“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

血脉的，永不过时”。他选择了从民族传统中汲取养分，通过照片增强年

轻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有位建筑家主张，要改变“千城一面”的模式，

必须赋予建筑以理想和精神。他一直努力建造“再过几代人仍然感觉美好

”的建筑作品。

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选择·创造·未来”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

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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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2】(2023·全国乙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

己行得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

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以上两则材料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说出了普

遍的道理。请据此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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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则材料作文中，【例1】是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例2】是一

般材料型作文。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任务驱动型作文一般以社会关注的热

点话题为材料，要求考生贴紧材料，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地表达自己

的看法。它要求考生写作时针对时事热点话题展开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

认识见地；联系事件产生的原因，探索其性质和意义；或通过对材料的分

析，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与以往传统作文不同的是，任务驱动型作文写

作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写作目的、要求更加明确、单一。综上所述，任务

驱动型作文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①针对性(从内容上看)

    ②时效性(从应时来看)



   ③评析性(针对议论文)

   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写作观和写作实践，带来了从审题

到写作的一系列变化。为此，我们也要快速适应这种新的考查方式，尤其

是要掌握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审题立意的方法。

一、围绕“任务”，多方审题

任务驱动型作文带来的审题变化，就是既要审材料，又要审“任务”，

重点是审“任务”，不像一般材料型作文那样重点审“材料”。

1．审准材料：理观点，析联系

(1)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读懂材料，弄清并概括内容，抓住关键的

要素(或对象)。



(2)概括不同对象的观点及观点产生的原因。

(3)围绕每个观点挖掘问题的本质，对信息点进行辨析，联系社会现实

进行推理。

上述【例1】材料部分，出题人以段落的形式将层次做了明显区分。

第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微纪录片，介绍一组在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人物”，

引出情境事件内容。第一个段落的第二句话，“他们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行

业，也选择了事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展示出开启未来的力量”，以一句概

括性的话总结微纪录片中不同行业人物的“奋发有为”表现在哪里。从后

面的写作主题看，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写作的中心，交代了关键词“选



择·创造·未来”的关系——先后递进关系。

第二个段落，介绍了三个分别身为科学家、摄影家、建筑家的人物的

观点与实践。从这三个具体人物的具体表现上看，这三个人物相同的地方

是，都是奋发有为的人物，他们的故事都体现了“选择·创造·未来”；

不同的是，他们代表的行业不同，具体选择、创造、开启未来的内容和方

式不同。科学家强调科技的意义，既然是科技，他所做的就是以“新方法、

新思维、新知识”创新，其开启未来的方式既包括科技攻关，也包括培育

下一代的科学素养。摄影家强调传统文化的内容、文化自信的内涵，其开

启未来的方式是加强传统文化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增强年轻人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建筑家强调城市风貌，所做的创造是“赋予建筑以理想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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