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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
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
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

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

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

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

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

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
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
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
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
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

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
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
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
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

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
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

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

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

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
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

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

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任务型语言教学法”中，学生的表达根据任务的指向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

B．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要求学生语言交际时完成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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