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中考试是对考生前一阶段复习备考的一次全面诊断，完成考试后大家不要将关注点只放在最终获得的分数上，而是

要弄清楚这次考试命题的意图是什么、考查点有哪些，通过这次考试发现了哪些问题以及后续备考应注意的事项等问题。

本次考试，我区的试题命制以贯彻课标、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为命题原则，聚焦“素养立意”，进一步思考命题与课

标、教材间的联系，重视课本知识的迁移，在试卷整体思路保持稳定的同时，在情境设置、注重思维考查力度等方面也做出了

积极尝试。下面结合几个试题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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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材选取关注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育人

《课程标准》要求大家在语文学习

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拓宽文化视野，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多文本阅读材料介绍我国古代对

风向的观测、对风力等级的判定、对风

能的利用。素材贴近生活，能够让考

生了解中国古代先民的生活智慧，了

解其创造成就对世界的影响，自觉树

立对我国文化的自豪感。近年来北京

高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材料，一般与

科技创新尤其是中国自主创新、生态

环境、文物考古、城市化进程等方向相

关，2021年选用的材料是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技术；2022年选取的材料指向

“古籍保护”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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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材料选取了一

组关于认知科学的三则材料，体现科

学研究新思潮。材料的内容与学习方

式变革的理念密切相关，有助于启发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掌握更好的学习方

法，获得精神成长。

阅读时，考生要把握不同的文本

特质，如实用类文本结构是“言—意”

式双层结构，这种简单的组合方式具

有直接性，阅读时无须追求“言外之

意”“象下之义”。一般主题鲜明、确

定，阅读时无须作过多创造性发挥；

语言运用以社会公认的规范化书面

语言为主，避免使用个性化色彩强烈

的语言。思维方式倾向解决实际问

题。任务指向一般是对文中信息进

行分析和筛选，对多个信息比较、辨

析文中信息的分析、运用，依据文本

内容进行合理推断，对文本内容进行

归纳和概括，对文本结构、作者思路

进行梳理和分析。考生只有掌握了

文本特质，才能真正提高阅读效率。

此外，对于议论类文言文的阅

读，关键是找出文章的中心观点，即

作者的观点态度是什么，是如何论证

的以及作者观点与所选取材料之间

的关系。诗歌和散文是“向内”的抒

情文体，“表现”心灵世界，“倾诉”主

观情感，由外（现实人生）而内（主体）

真诚抒写情感、体验。语言运用追求

艺术的审美价值,可使用个性化色彩

强烈的语言。它要求考生思而得之，

有充分想象与回味的余地。

2.情境设置激发对生活和社会
的思考，精神养人

创设认知情境及生活体验情境，

贴近学生，让学生有话可说，说得更

好。如学生熟悉的校园生活、身边

的社会现象及自然风景等，调动学

生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引导学生

表达对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感受

与认识。

【例1】微写作
（1）一年一度的秋季校运会结束

了，班级要开展“以运动之名，赴青春

之约”的主题班会。如果让你参与策

划，你会在活动中设计一个怎样的核

心环节？请说说理由。

要求：简要说明核心环节的内

容，重点陈述理由。

（2）请以“秋之色”为题目，写一

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

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

染力。

从第 1 题大家可以看出，试题贴

近考生生活实际，让考生在切身感受

过的生活情境中回忆生活点滴；以考

生熟悉的校运会为背景，以设计班会

核心活动为具体任务；显青春活力，

扬青春激情，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团

结创新的精神，激发学生参与学校活

动的热情，提升人文素养。第2题“秋

之色”，提醒大家要多走出去，观察自

然，沉浸体验，发挥联想和想象，由自

然之美联想到生活之美、山川之美、

祖国之美。

把握命题意图 明确解题思路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教研员 马永梅

作文在考查学生思辨能力方面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议论文写作

题目。

【例2】作文
“忍”字有忍受、容忍、克制等意思，

由此我们会想到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及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可忍!孰不可忍”

“ 忍 看 朋 辈 成 新 鬼! 怒 向 刀 丛 觅 小

诗”……请以“说‘忍’”为题目，写一篇

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

证合理；书写清晰。

在拿到这个作文题后，考生首先要

做的就是认真审题，全面解读材料。作

文包含了导语材料，即概念的内涵、立意

的引导，还有题目以及写作要求等内

容。此题导语材料具有浓厚的思辨色

彩，题目以“忍”字为话题展开，引发考生

对不同历史阶段或生活情况下“忍”的内

涵和意义变化进行思考。考生需结合自

己的生活经验、理性思考，表达观点。

有的考生急于下笔，这样往往就会

出现概念阐释不清晰，似是而非的问

题。在面对这样的题目时，考生应有概

念界定的意识，例如，谈论“宽忍”，本是

美德，但要有底线；又如“忍耐”，不是提

倡一味地忍气吞声，更不能以之为借口

大行“躺平”之道，而应谈论修养功夫、

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等；还有谈论“克

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忍”从表面

看是一种“克制、退让”，这种外在的行

为表现，实际上反映出行为主体的一种

内在的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是“恐惧、懦

弱”，也可能是“心境平和，从容、淡定，

不为外物所动”，还可以是“胸有丘壑、

内有大局”，无论何种情况，“恐惧、懦

弱”当然不可取，“心境平和，从容、淡

定，不为外物所动”表现出一种内在的

修养和风度，而“胸有丘壑、内有大局”

更体现出一种胸怀和智慧。考生要对

概念进行准确解读，对概念的理解越丰

富、深刻，立论就越扎实深厚。

在写作过程中，部分考生还会出现

观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不能辩证看

问题，用举例代替论证等问题。在后续

的复习备考中，考生要注意强化概念的

界定意识，强调思维的内在逻辑，保持

例证与论证的平衡，使严谨说理成为写

作过程中的一种好习惯。

导引教学，重视教材，力求体现

“把课堂表现考出来”的北京特色。试

题关注教材单元学习任务，重视语文

学科核心能力。如古诗词阅读对标

2023年高考北京卷考查方向，选用名

家作品作为测试文本，既有利于检测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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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选用了李白的《扶风豪士

歌》，呼应必修上册第三单元和选择性

必修下册第一单元，强调掌握古诗词

鉴赏的基本方法。李白的诗作在教材

中多次出现，考生需要充分调动课内

学习积累，通过挖掘诗歌的意蕴和艺

术匠心，感受诗人的精神世界，深入理

解诗人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

悟，以认知古典诗歌的当代价值。

古诗阅读试题保持了北京卷近

年测试内容和测试形式的稳定性，从

内容理解和鉴赏评价两个层面进行

考查。无论是对诗句内容和作者情

感的理解和体察，还是对诗歌写作特

点、表达技巧的理解和赏析，都要求

考生调动诗歌鉴赏的积累，把握诗歌

的结构思路，结合具体的语句，关注

注释，做到知人论世、梳理诗歌意象、

把握意境、抓住诗眼等。试题力求紧

扣课标要求，充分关联教材，如课内

背诵篇目《梦游天姥吟留别》和《客

至》，从文体知识及内容理解上做了

关联，体现出综合性考查的特点，所

考内容均为古诗阅读鉴赏的核心知

识和关键能力，考生要从词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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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在复习备考中，同

学们想要“读懂”一首古诗，需要做到

“四知”：知诗歌写了什么，即能准确、

完整概括其内容；知诗歌为什么这样

写，即能把握其情感或观点；知诗歌

怎么写的，即能分析其结构特点、表

现手法、语言风格等；知诗歌写得怎

样，即能赏析其表达效果。

大家在掌握解读诗歌的这四把

“钥匙”后，还应注意将课内理解鉴赏

诗歌的方法移植到课外文本的分析

解读上。

二、注重与教材的呼应和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突出迁移运用能力

一、切实贯彻语文学科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 三、依托写作环节，注重
对考生思辨能力的考查

语语 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