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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题

2022年高考北京语文试卷

第一大题与整套试卷考查的指

导思想保持一致，坚持“立德树

人”“以考育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正面引导教

学的积极作用。

本大题的材料指向“古籍

保护”话题，两则材料既有介绍

古籍价值的文字，也有介绍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古籍保护的

材料；涉及了人文领域，也涉及

了科技领域。在阅读过程中，考

生能从人文、科技方面认识古籍

的价值以及做好古籍保护的方

式，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本大题包含 5 道小题，分

值为18分。其中4道小题为客

观题，1道小题为主观题。试题

遵循素养立意的原则，既考查

考生的核心素养表现，同时也

对今后的教学起到导向作用。

关照考生在具体情境中完成具

体任务时所反映出来的核心素

养水平。例如，完成第 1、3 题

的任务时，考生需要基于材料

的阅读，提取信息，理解相关概

念，进而完成任务。因此，日常

教学可从情境入手，从文本出

发，提升学生对信息的筛选、整

合、归纳等阅读能力；同时还要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分析、概括、

比较等思维能力。关照语文课

程是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特

点。例如，第 5 小题考查考生

在整体把握材料的基础上，提

取与整合、归纳与提炼、理解与

推断、说明与阐释，具有极强的

综合性。因此，日常教学要给

学生提供社会生活、个人体验、

学科认知等语文学习情境，整

体设计语文学习任务，统筹调

配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

理与探究等语文实践活动，重

点关注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

所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

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

第二大题

文言文阅读的文本选择、

考查内容与形式等均保持了稳

定，突出育人价值与基础性考

查功能，并重视对教材的呼应，

具有良好的教学导向作用。

阅读文本取材于典范的史

传作品《汉书·贾谊传》，在对比

中强调注重礼义教化的治国之

道，并涉及个人成长环境对道

德修养的重要影响，引导学生

体会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和

人文精神，简洁严谨的语言材

料也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母语的

认识与热爱，具有鲜明的育人

价值。“以礼义治”“以刑罚治”

的对比辨析也有助于引导学生

增强理性思辨能力，形成批判

性思维，提升思维品质。

基础性主要表现在考查内

容的选择上。第 6、7 题考查常

见文言文实词、虚词在文中含

义和用法的理解，第 8、9 题考

查文言文文本内容的理解与推

断，“之”“而”“道”等是教材中

反复出现的常用词语，“讦”

“暴”“审”等关键词语的意思可

以通过对具体语境的理解来辨

析推断，这是考生熟悉的文言

文阅读基本方法；第 10 题考查

对主要段落文本思路与内容的

梳理、归纳，对文言文阅读与逻

辑思维能力均有一定要求，也

属于基础性阅读能力。几道试

题均指向文言文阅读的必备知

识与关键能力考查，保证了基

础性考查功能。

可以看出，重视与教材的

联系也是今年文言文阅读试题

的重要特点。统编高中语文教

材收入了贾谊的文章，考生有亲

切感；“之”“而”等词语在教材中

反复出现，考生熟悉。试题重视

对教材的呼应与联系，引导一线

教学在重视教材的同时灵活运

用教材，落实核心素养要求。

第三大题

古诗阅读同样保持了测

试文本、内容、形式的稳定性，

测 试 材 料 典 范 ，试 题 规 范 平

易，并指向文化与审美等核心

素养考查。

古诗阅读文本选择了伟

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咏

物诗《病柏》，测试材料具有典

范性。全诗以“病柏”为核心

意象，通过描写“柏”之形象、

际遇抒写人之命运、感慨，咏

物抒怀，情感深沉。杜甫诗作

在教材中多次出现，考生可以

调动课内学习积累理解诗人

情感。诗后注释也提示了相

关背景等，阅读难度不大，便

于准确考查考生的古典诗歌

鉴赏能力，也有利于传统文化

的理解与传承。

古诗测试内容与形式也保

持了稳定。3 道试题从内容理

解和鉴赏评价两个层面进行考

查。第 11 题考查对诗歌内容

和作者情感的理解和体察，第

12题考查诗歌情感、表达手法，

第 13 题为主观题，考查诗歌意

象及其意蕴，均属于诗歌鉴赏

的核心知识与关键能力。把握

意象也是教材诗歌单元的核心

学习要求。试题要求又具有开

放性，考生基于诗歌文本对意

象进行合理解读即可，为阅读

诗歌的个性化理解与体验提供

了空间。这也引导一线教师在

教学中重视知识和能力的理解

和运用，并指导学生展开个性

化学习实践。

默写试题测试形式与分

值与去年保持一致，虽然考查

识记能力，但并非指向静态记

忆，四道小题均设置了情境，

前两道小题从审美风格、诗歌

内容角度设置理解情境，后两

道小题从社会生活、人际交流

角度设置应用情境，考生需要

基于情境合理、灵活调用积累

的诗句。试题有助于引导学

生学会借用经典诗文表达自

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将优秀

传统经典文化内化为自己的

精神养分。

2022 年起，北京卷高考名

著阅读改为《论语》《红楼梦》二

选一考查。今年选择了《红楼

梦》作为考查内容。试题提供

《红楼梦》第一回中涉及《石头

记》等五个书名的文本片段，要

求考生解释不同书名与作品内

容的关联，进而谈《红楼梦》作

为书名的合理性。试题看似专

业性较强，实际上仍是指向对

古代文学经典作品主线情节、

核心主旨、主要人物、艺术手

法、悲剧意蕴的理解、分析。考

生能够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

选择其中三个书名进行解说即

可。试题考查指向名著阅读的

基本素养与方法，又具有开放

性，保证了区分度，不同阅读水

平的考生都有展示个性化阅读

成果的空间。试题同样体现了

联系教材的导向，教材《红楼

梦》阅读单元的学习任务提示

重视前五回的纲领作用，理解

主题、解说书名与主题思想等，

这些要求与试题考查方向一

致，引导教师关注整本书阅读

的基本途径与阅读方法。

2022年高考语文北京卷评析
第四大题

文学类文本阅读注重考查考生

文学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呼应语文

学科核心素养；选文平和美好，命题

平稳规范，引导性很强。它引导考生

关注家乡，关注生命的成长，关注个

体生命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共同成长

与发展。选文出自北大著名教授、诗

歌评论家谢冕先生之手，内容简明精

当，文字浅近清通，情感深挚明朗，相

信考生阅读起来应该不会感到有障

碍。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对疫情下

的考生的关怀。

文学类文本阅读共四道题，数

量、分值和命题方式与 2021 年甚至

2020年大同小异，差别不大，表明了北

京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四道题主要考查词语在文中的含

义、文意理解、内容梳理、重要段落的

分析品读和对结尾句的理解与鉴赏，

既考查考生整体把握文本的能力，也

考查细部品读鉴赏的能力。这样的命

题既尊重文学阅读的基本规律，也引

导师生关注关键能力的训练，如理解

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

第五大题

（一）语言基础运用
2022 年语言基础运用的考查略

有变化。一个是由 2021 年的 5 分增

加到今年的 6 分，增加的 1 分加在了

主观题上，使得主观题容量加大，但

难度也还适中。另一个是选材注重

引导考生关注北京大气变化，关注气

候治理成就，很有现实意义。材料的

幸福感很强，相信考生会有很强的认

同感。两道小题，一是客观选择，一

是主观修改句子，都重在考查运用，

不考死知识，体现导向性，体现语言

学习实用的原则，既引导高三复习，

也引导整体语文教学。

（二）微写作
微写作仍然是三选一，三道题各

有侧重。第一题侧重于议论，由阅读

入手写启事，虽然是实用，但强调“阅

读带来审美愉悦”，既体现思辨性，也

呼应审美能力，题目有一定的深度和

难度。第二题侧重于说明，由核酸检

测的情境生活再现，引导考生关注生

活，注重考查生活设计能力，实用性

特征鲜明。第三题侧重于抒情，要求

以“像一道闪电”为题，写一段抒情文

字或一首小诗，文学性突出，抒情色

彩突出，想象的空间广阔。

三道题都注重关联生活情境，引

导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写作，锻

炼自己的言语实践能力。考查的写

作能力是专项的，或议论，或说明，或

抒情。第一题是学校要举行新社团

“悦读会”，围绕审美愉悦写启事；第

二题是设计核酸检测的“两米线”标

志，相信考生对此有话可说；第三题

虽然没有真实的情境，但考生可借助

联想和想象，还原生活中的闪电现

象，再赋以情感和内涵，相信也能写

出好作品。

（三）大作文
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一道写议

论文，一道写记叙文，与前几年命题

几乎无异，题目平和稳定，简洁大方，

不故弄玄虚，不装腔作势，功能鲜明，

既贴近考生的学习实际和生活实际，

又引导考生关注自身的成长。

第一题写议论文，要求以“学习今

说”为题写作。题目明确简洁，不在审

题上弯弯绕，但内涵丰富深刻，引导性

强。首先，它引导考生关注教材学

习。统编本必修上册第六单元主题即

为“学习之道”，其中就有一篇《劝学》，

其开头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该

单元的研习任务中有一道题，即要求

学生写一篇“‘劝学’新说”。命题人正

是在此基础上翻出新意，暗暗扣合教

材的。其次，本题的思辨性很强。命

题人在提醒考生思考古人对学习的

态度时，又注重引导考生站在今天的

位置上，来重新思考学习的意义。这

对于思考传统文化新义、思考如何在

现代意义上提升对学习的认识，十分

有必要。第三，可能还考虑到题目的

论说性，命题人还善意地在命题要求

中提醒考生可以从学习的目的、价

值、内容、方法、途径、评价标准等方

面加以探讨，既帮助考生打开思路，

也体现了对考生的人文关怀。

第二题写记叙文，要求以“在线”

为题，题目很简单，但联想和想象的

空间十分大，只要是与“在线”有关的

内容，几乎都可以写。题目切进当下

的学习实际和生活实际，不仅仅是学

生的，也是当代大众生活的，既引导

思考当下的学习和生活，也思考如何

在特殊状态下调整人生的方向。同

时，“在线”这个题目也有一定的象征

意义，考生既可以描述在线学习和生

活，也可以就此感发开来，写一写特

殊的“在线”状态和意义。

高考北京卷作文命题，一直以来

都追求明确的命题意识，大多以命题

作文为主，文体明确，一个议论思辨，

一个联想感悟，不在审题上设置障

碍，而要求考生感悟生活，关注时代，

深入思考，多维思辨，淬炼认知，写出

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这个导

向是十分良好的。

点评人

王彤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特级教师
何 郁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
南海涛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 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