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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 素养立意 导引教学
——2023年北京市高考语文试题特点

北 辰

2023年高考语文（北京卷）以重视育人功能、落实课标为命题原则，保持命题理念、试卷整体思路
的稳定。继续重视试卷的价值引领，坚持素养立意，结合考生实际，关注教材，力求呼应和引领教学。【 】

一、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在语文读写中获得思想启迪和精神熏陶

高考，不仅仅是一次测试，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

教育，选择具有时代精神和思想意义的话题和素材，

考生在写作和阅读中，思考体会其价值内涵，产生情

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启迪，有助于培养考生热爱美好生

活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

1.在写作上，引导考生回顾与展望，以积极、自信
的心态迎接新生活。

大作文第（1）题“续航”，这一词语原义是连续航

行，但在科技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被广泛使用，并赋

予新的含义。作文导语中举出“为青春续航”“科技为

经济续航”两个例子，既形象地解释了“续航”的意思，

又提示了写作的话题和领域。“为青春续航”，提示考

生可以思考自身。高中生活即将结束，走过三年疫

情，恢复正常生活，如何在人生的新阶段接续航行、继

续成长？“科技为经济续航”，则提示考生可以将思考

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关注科技、社会和国家层面的

提升、进步与发展，思考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

人民怎样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题目时代气息鲜明，

内蕴丰富，侧重考查论述能力，有一定的思辨空间。

考生可以从“续航”的必要性、途径、目的、价值、原因

等多个角度去理性、深入地思考，用积极的态度面对

个人成长的新阶段、国家发展的新征程。

大作文第（2）题“亮相”，这一词语最初源于戏曲，

在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作文的导语提示了生活

中三个“亮相”时刻：“国旗下的讲话”“研学成果的汇

报”“新产品的发布”。“国旗下的讲话”“研学成果的汇

报”都是考生熟悉的学校生活和学习场景，考生可以

迅速建立生活经验与作文题目的关联，回顾自己或他

人“亮相”的体验与经历；“新产品的发布”则提示考生

可以联想到更多层面的“亮相”，如科技创新产品的

问世、中国式现代化新理念的提出等。“亮相”一词的

语义显豁，取材空间广阔，同时导语还提示“每一次

亮相，也会有一段故事”，这意味着“亮相”时刻可能

较短，但相关的故事可能较长，个中的况味可能很

深，这有利于展现学生对生活的不同体验，展现学生

在记叙类文本的写作甚至是创作上的才能。

2.在阅读中，引导考生认识新知，传承传统，提升
思想认识和审美修养。

在科学类文本阅读中了解科学研究的新思潮。多文

本阅读以相对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及其

对教育、学习理念的影响，既有理论性和专业性，又贴近

考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既提高了考生的科学理论素养，又

对他们将来更好的学习有切实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在新闻类文段阅读中了解所在城市的建设成

果。语言基础运用选取一则北京市“无界公园”建设

的新闻作为素材，这是北京市便民利民的重要举措，

彰显着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有助于考生了解城市绿

色生态理念及与之相关的公民素养等，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在文言文、文学作品阅读中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层认识。文言文选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

文章，作者以史为鉴，提出廉之可贵；传统文化里崇尚

法治和廉洁的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涵。文学阅读将对古镇的体验与文化传承结

合起来，文字细腻雅致，语言华美丰赡，既可以让学生

受到美的熏陶，又可以帮助学生体悟风景背后深厚的

人文意义、历史内涵。

二、聚焦“素养立意”，在多种情境中考查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在学科认知情境中设置典型问题或任务，考查
考生知识迁移、能力的运用。

阅读材料是构成语文学科认知情境的载体，依据

不同的认知情境设置典型任务。例如，多文本阅读材

料为科普类文本，围绕材料的核心内容，设置了概念

辨析、观点判断、理论应用等典型任务，考生利用文本

提供的信息完成这些任务，展现出实用性阅读能力的

高低。第2题、第3题涉及对信息的把握、对观点和材

料之间关系的辨析等能力，第4题则延续去年运用文

本提供的知识，考查解决问题的思路。

又如文学类阅读材料具有游记性质，侧重人文感

知。第 18 题考查对作品语言表现形式的赏析，第 19

题考查对作品意蕴的探究。两个作答任务紧扣文学

阅读情境中对语言、手法、主旨的认知活动，强调了对

文学阅读关键能力的考查。

再如，对词语的理解是语文学习、语言能力的基

础，北京卷在文言文、文学作品、语言基础运用中对词

语的考查，以在不同语境中的语境义为主。考生需要

调动自身的词汇积累，更需要结合上下文进行判断，

体现了强调灵活运用的思路。

2.创设社会生活情境、个人体验情境，在解决问
题中鼓励个性化思考和表达。

微写作第（1）题创设社会生活情境，对是否创建

班级微信公众号发表观点、陈述理由。熟悉的生活情

境有助于引发考生思考，激发表达热情，展现考生解

决真实问题的能力。第（3）题创设个人体验情境，“心

跳得那么快”形象生动、引人遐想，以此为开头进行小

诗或抒情文字的创作，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便于学生

展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3.综合多种情境设置题目，体现真实的学习生
活，在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中凸显语文
学习的典型过程与方法。

近年来，北京卷不断探索创设综合、复杂的情境考

查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例如多文本第4题选项联系

了成语学习、诗歌朗诵、参观研学等学习活动，第5题

则模拟了常见的阅读学习活动——列表格式提纲，既

有社会生活情境，又包含学科认知情境，都与考生真实

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第5题更体现了梳理、筛选、提

炼、概括等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典型过程与方法。

微写作第（2）题要求学生从经典文学作品中选一

个与花卉有关的场景写一段文学短评。这道题既有

为文学社社刊专栏投稿的社会生活情境，也有自主提

取个性化文学阅读经验的个人体验情境。考生作答

的内容与真实语文学习密切相关，可以联系课内所

学，也可以调动自己的文学阅读积累，在复杂的任务

情境中展示富有创造性的学习成果。

三、导引教学，重视教材，体现“把
课堂表现考出来”的北京特色

北京卷重视“教、学、评”的一体化，重视体现与

教材的显性、隐形关联，引导教学灵活运用教材培养

语文核心素养，体现了北京卷“把课堂表现考出来”

的鲜明特色。

1.继续关注教材设计的单元学习任务，关注教
材提炼出来的学科核心知识和能力。

命题关注教材的单元学习任务，关注考查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展现语文能力。微写作第（2）题的

文学短评，教材内的《红楼梦》《百合花》《荷塘月色》

以及众多诗词中都有关于花卉的场景。但这道题不

仅是在作答内容上与教材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任务

设置上与教材联系。必修上册第三单元在单元学习

任务中要求写一则文学短评，在单元知识短文《学写

文学短评》中有具体的指导，提出写文学短评“要在

适当复述、介绍或者引用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展开分

析和评论”。题目中“选一个与花卉有关的场景”即

“适当复述、介绍或者引用作品内容”，“写一段文学

短评”即“展开分析和评论”。

命题关注在单元导语中提炼出的学科核心知识

以及与之相应的学习任务。例如，必修下册第三单

元“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单元导语中提炼出的核心

知识包括“把握关键概念和术语，理清文章思路”，学

习任务更是要求从相关文本中“找出主要概念，用一

段话或一个图表揭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多文

本第5题填写表格式提纲，实际上就是“理清文章思

路”之后用“一个图表揭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道题着眼于实用性文本阅读的本质特征与一般规

律，立足教材所揭示的核心知识与关键能力，体现了

命题与教材的深度关联。

2.突出知识的结构化、综合运用能力在思维提
升中的意义。

命题重视教材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但考查重

点不在于知识的识记与复现，而是注重命题的综合

性，强调将知识结构化，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构建知识。

例如，第 14 题考查诗歌的“意蕴”，但理解“意

蕴”不是简单识记或信息筛选，而是需要以语言为切

入点，逐层分析与发掘。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导语中

指出要“从语言、形象、情感等不同角度欣赏作品”，

但它们不是各自独立的点，而是要依据语言构建形

象、依据形象揣摩情感，三者有机结合、密不可分。

命题要求分析“意蕴”，在诗歌鉴赏的核心知识与关

键能力上与教材一致，与教材中杜甫《登高》一诗颈

联的学习要求有关联；更体现出综合性考查的特点，

考生要将“语言”“形象”“情感”结构化，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

又如，第 11 题对《论语》的考查有三道小题，第

一小题考查字音与词义，第二小题考查句意，第三小

题涉及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这三方面都是教材中极

为常见的内容，从表面上看，三道小题相互独立，实

则前后关联、逻辑清晰、密不可分。读音与词义相

关，词义与句意相联，这些是理解《论语》中儒家思想

的基础。这道题在语料上涉及字音、词语、句子、句

群，在能力上涉及积累、理解、应用、分析、创造，在命

题立意上体现出《论语》阅读的互文性、结构化的方

法，以及综合、开放等思想，引导学生在探究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建构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