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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础运用
材料取自于北京全面

推进“无界公园”的举措，时

代感非常强。两道小题,一

道为客观选择，另一道为主

观改写句子，都重在考查运

用语言的能力，不考死知

识，体现导向性，体现语言

学习实用的原则，在语言的

运用中，去学习关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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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否创建班

级公众号入手，发表观点，

要求理由充分，条理清晰，

对学生的评价议论能力是

很好的考查。

第二题是写一则短评，

但这短评需要从经典文学

作品中选一个与花卉有关

的场景，从自己的感受出

发，完成写作。这就将经典

阅读、个人体会、读书心得

与具体生活情景高度地融

为一体。

第三题侧重于抒情，要

求以“心跳得那么快”为题，

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

字，文学性突出，抒情色彩突

出，想象的空间十分广阔。

大作文
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

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

文，题目平和稳定，简洁大

方，既贴近考生的学习实际

和生活实际，又引导考生关

注自身成长。

第 一 题 写 议 论 文 ，要

求以“续航”为题写作。题

目明确简洁，内涵丰富深

刻。首先，“续航”是一个

形象性说法，需要考生将

其转化为议论性的题目，

即谈如何有效能的、可持

续发展。其次，本题的思

辨性很强。命题人在提醒

考生，今天这个词语在使

用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如为青春续航，科技为经

济发展续航。命题开阔大

气，具有首都高度。

第 二 题 写 记 叙 文 ，要

求以“亮相”为题，题目很

简单，但联想和想象的空

间十分大，激发学生对于

生活情景既细微又内在的

理解，题目强调生活中也

有许多亮相时刻：国旗下

的讲话，研学成果的汇报，

新产品的发布……题目贴

近当下的学习实际和生活

实际，又有丰富的启发与

引导，启发考生向着更开

阔的、与自己更熟悉的内

容发生深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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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文本阅读坚持

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命题

指导思想，体现《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的育人要

求，彰显素养立意，总体上

试题平易，科学规范，具有

积极的教学引导价值。

阅读文本表达了作者对

古镇风景、人情、文化等多方

面独特魅力的体验，以及对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考；文本语言细腻雅致，行

文从容自然，情感真挚丰富，

体现了积极的审美情趣，具

有较强的文化性和艺术性。

学生在阅读中既能够对历史

文化传承问题产生共鸣，还

能够受到审美的熏陶。

文学类文本阅读命题

以课程标准要求为依据，学

生需根据文本阅读体验和

具体语言运用情境进行思

考。四道题目分别对词语

理解、文意理解、重要段落

分析品读、常见修辞手法赏

析、内容梳理与分析、主旨

理解等方面进行了考查。

试题涵盖的内容丰富广泛，

符合散文文体的特点，在分

值设置、题目数量、测试内

容与考查形式上保持了稳

定性，题目难度适中。

文学类文本阅读，从文

本素材到命题内容及形式

都体现了北京卷突出立德

树人、落实课标精神的命题

精神，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

信，有利于考查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的发展情况。

古诗阅读选用诗人杜甫的

一首七言律诗，作品抒写了对个

人际遇和国家命运的深沉思

考。测试材料典范，语言质朴，

情感真挚，内涵丰富。古典诗词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选用名家作品作为测试文

本，既有利于检测学生阅读与鉴

赏古诗词的能力，也有利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古诗阅读试题保持了测试

内容和测试形式的稳定性。试

题从内容理解和鉴赏评价两个

层面进行考查。三道试题所考

内容均为古诗阅读鉴赏的核心

知识和关键能力，力求引导学生

从词句理解、文意分析到手法鉴

赏，逐步进入诗歌情境，从而读

懂作品，了解作者，读出自己个

性化体验和感受。

古诗阅读试题紧扣课标要

求，充分关联教材。客观题的

知识梳理、能力考查都与教材

中单元学习目标、单元活动任

务等有机呼应。主观题力求贯

彻课标关于高中语文学业质量

标准的评价理念，指向“审美鉴

赏与创造”等核心素养的考查，

学生解答此题需要感受诗人形

象，通过品味语言，体察作者深

沉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究到作

品的多层意蕴，展现自己对作

品独特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试

题有开放性。

古诗文默写的题型、分值、

内容保持稳定。四道默写试题，

紧密关联教材，重点考查经典篇

目中的名言警句。简洁的题干

引导语，创设了真实而又丰富的

语言运用情境，包括文本内容的

理解情境，社会生活的应用情境

等，着力引领学生灵活调用积累

的经典诗文，解决真实语言运用

情境中的相关问题。试题有助

于引导学生学会借用经典诗文

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知，

并自觉地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

为自身成长的精神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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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阅读重点考查考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

认同，激发广大学子热爱、传承

中华文化，体现高考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的使命与担当。

文 言 文 阅 读 素 材 文 字 平

易，强调以史为鉴。其主题“廉

洁”是中华民族崇尚的思想，是

传统文化的精华，源远流长且

具有现实意义。另一篇阅读考

查以《论语》中的一句话为素

材，内容涉及孔子的主张、思

考，也涵盖了其他学者的理解，

引导考生在与古今先贤对话的

过程中，阐发自己的理解，自觉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

值和文化内涵。

考查《论语》的三道小题自

成体系，从关键词语的音、义入

手，进而考查对文化经典语句

的理解，最终收束于基于古先

贤思辨认识，阐发独立思考。

本题需要考生在具体阅读情境

中，运用较长的思维链思考问

题，体现新高考对考生语文素

养的考查。测试形式体现了对

文化经典学习过程的重视，《论

语》如何学、学到什么的问题，

在古今思考碰撞中得到传承。

文言文阅读的选材侧重文

化理解，试题突出考查思维，强

调对经典文本意义的解读，渗

透对古人思想的领会与深入理

解，体现了语文教学中的人文

内涵与实践性导向。对一线文

言文教学，特别是通过学习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提升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具有积极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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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北京语文试卷多重

文本阅读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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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

化人”，具有正面引导教学的积

极作用。

本大题选取了一组关于认

知科学的3则材料，语言通俗易

懂，体现科学研究新思潮；同时，

材料的内容与学习方式变革的

理念密切相关，有助于启发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学会更好的学习

方法，获得精神成长。

客观选择题考查的能力点

基本稳定，体现了科普性实用

类文章的基本阅读要求，主要

考查考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推

断、辨识分析，需要学生依据题

目要求或根据一定的阅读目的

对文本中的信息进行筛选、整

合、归纳、分析，这是学生进行

语文阅读的基本能力。第 2 和

第4题都考查了“理解与推断”，

进一步突出语文核心素养中的

“思维发展与提升”，突出了对

于学生逻辑思维水平和学科关

键能力的要求，其中第 4 题，要

求考生根据材料中的教育理念

和学习理念，对学习生活中的

做法作出判断，情境性突出。

分值较高的第 5 题为主观

题，要求考生根据材料对提纲

进行补充。考查内容体现了现

代文阅读的考查规律，抓住了

实用类阅读的本质特点。统编

教材必修下第三单元即有知识

短文“如何清晰地说明事理”，

“在说明事理时，要着重说清其

中的关键要素。重要概念、因

果关系、事物间的联系、事物发

展变化的规律等，都是说明的

重点，把它们阐说清楚，才能纲

举目张”。这道题紧密勾连教

材，体现了命题人关注教材引

导课改的鲜明立意。同时，此

题的考查方式也有所创新，呼

应了新教材教学中常见的运用

表格自主梳理重要信息的做

法，更好地体现了教、学、考一

致的命题方向，有利于在阅读

教学中贯彻课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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