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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高考北京卷 叶考试说明曳修订的说明
北 辰

2019年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渊语文冤
的修订袁依据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渊实验冤曳和叶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曳袁 同时结合北京市
高中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袁
总体稳定袁局部调整遥

新版叶考试说明曳中袁野试卷结构冶
野考试内容及要求冶野附录 1 古诗文背
诵篇目冶野附录 2 经典阅读篇目例举冶
均保持不变遥 野参考样题冶略有调整袁删
去个别往年旧题或试测题袁将 2018年
高考北京卷语文部分试题纳入袁 具体
调整如下院

删 增

原试题 35渊2014
年第14题冤
原 试题 40要46
渊试测题冤

新试题 33 渊2018 年
第 13题冤
新 试 题 40要42尧43
渊2018 年第 14要16尧
17题冤
新试题 55要59渊2018
年第 18要22题冤

调整后袁 参考样题总数由 2018年
的 69道增至 71道遥 从整体看袁2019年
参考样题体现出对语文基础尧 经典阅
读尧思维品质的重视袁反映高考语文北
京卷的命题思想和考查思路遥

1.重视语文基础袁突出综合与运用
扎实的语文基本功对学生的素养

形成尧终身发展有重要意义遥 样题强调
在阅读尧表达等语文活动中袁重视知识
的理解与运用袁 重视知识与能力的融
合贯通袁 突出以特定情境为依托进行
综合考查的思路遥 如 2018年第 15题袁
在阅读情境中考查对古代诗歌基本表
现手法的理解和运用袁 第 17 题第榆
题袁 用校庆致辞的现实生活场景引出
古诗文默写袁 表现出积累与实际应用
相结合的特征遥

2.重视经典阅读袁强调理解和感悟
经典著作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

较高的审美价值袁是传承文化尧塑造品
格的重要载体遥样题强调阅读经典文学
和文化著作袁应在把握主要内容的前提
下袁理解尧感受和领悟作品的形象尧主旨
及思想内涵等遥如 2018年第 13题考查
儒学经典叶论语曳袁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思
想两个层面袁要求首先把握所选材料的
整体意思袁进而理解其反映的孔子野因
材施教冶的教育思想遥

3.重视思维发展袁关注体验和探究
在阅读和写作中重视思维训练袁鼓

励个性体验袁设置具有选择性和一定开
放性的题目遥 如 2018年第 20题袁在内
容的比较中隐含对抽象概括能力的考
查曰第 22题要求联系个人生活体验袁对
作者的独特感受有自己的分析和探究遥
又如微写作及大作文的部分样题袁给予
考生选择的空间遥 这类试题袁意在引导
教学要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袁促进独立
思考袁增强探究意识和能力遥

2019年北京卷语文学科 叶考试说
明曳的修订袁沿袭北京卷自 2014 年以
来稳中有进尧 不断优化与创新的总体
改革思路袁希望引导中学语文教学袁从
语文学科在学生终身发展中的意义和
价值出发袁立足工具性和人文性袁继续
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袁 同时
进一步强调袁要在语文综合运用中袁整
合知识技能尧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念袁关
注思维品质的提升袁 关注学科的育人
功能遥

为更好地渗透新课程理念袁 不断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袁
更好地服务教学袁2019年高考英语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以
叶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渊实验冤曳和叶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曳为依据袁结合北京市中学英语教学实际袁稳中
求进袁进中向优遥

一尧调整说明
本次修订整体保持稳定袁重点调整和优化了语法知识考查形

式袁将野知识运用冶板块中的第一节由原来的单项填空题调整为语
篇填空题遥 具体修订见下表院

单项填空渊删冤 语篇填空渊增冤

题目要求

每题在有情景的句子
或对话中留出空白袁要
求考生从每题所给的
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
选项遥

阅读短文袁 根据短文内容填
空遥 在未给提示词的空白处
仅填写 1 个适当的单词袁在
给出提示词的空白处用括号
内所给词的正确形式填空遥

形式 句子 语篇

题目数量 15道 10道
赋分 每小题 1分袁共 15分 每小题 1.5分袁共 15分

二尧修订特点
综合以上调整袁2019 年高考英语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的修

订主要有如下特点院
1.逐步渗透新课程理念袁实现平稳过渡
最新版叶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曳首次将野语篇冶纳入语言

知识的范畴袁 凸显了语篇教学和评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遥 因
此袁以语篇为载体的语法知识考查形式与新课程理念相吻合袁
为下一步的教学和考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2.不断优化评价方式袁促进学以致用
虽然以单句及对话为载体的单项填空题能为考生提供

一定的语境袁 但其所呈现的语境信息极其有限遥 根据语言
测试的发展规律袁 此类试题仍属于典型的离散项目测试范
畴袁 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测试色彩遥 语篇填空以语篇为载
体袁在评价方式上得到了优化袁为考生提供丰富的语境遥考生
根据语篇中的线索袁 对语法体系中不同要点的意义与作用
进行识别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语法形式尧意义和使用的有
机结合遥

3.更好地发挥反拨作用袁引导教与学
考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反馈教学并促进教学遥语篇填

空题有助于增强考生的语篇意识袁 引导考生在语境中了解语
法知识的内核袁体会语法在语言运用中的功能袁真正地掌握语
法内涵袁摆脱机械化的碎片记忆遥 同时袁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袁
考生的语言能力尧文化意识尧思维品质及学习能力也得到相应
的提升遥 总之袁语篇填空题将对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袁发挥对
教学的正向反拨作用袁促进教学遥

语文
数学
英语

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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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考北京卷叶考试说明曳渊数学冤内容依据叶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渊实验冤曳和叶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大纲曳袁同时结合北京市高中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袁
总体稳定袁局部调整.内容的调整以野立德树人尧服务高校人才选
拔尧导向中学教学冶为出发点袁重点突出素养与能力立意袁凸显北
京试题特色.

新版叶考试说明曳中袁野试卷结构冶野考试内容及要求冶保持不
变.野参考样题冶略有调整袁删去个别往年旧题袁将 2018年高考数
学渊北京卷冤部分试题纳入其中.具体调整如下院

理科

题型 删 增

选择题
原第5题渊2015年第7题冤 新第5题渊2018年第4题冤
原第11题渊2008年第7题冤 新第11题渊2018年第7题冤

填空题
原第16题渊2004年第14题冤 新第16题渊2018年第11题冤
原第19题渊2017年第13题冤 新第19题渊2018年第13题冤

解答题 原第23题渊2017年第16题冤 新第23题渊2018年第16题冤

文科

题型 删 增

选择题
原第6题渊2012年第3题冤 新第6题渊2018年第5题冤

原第7题渊2005年第5题冤 新第7题渊2018年第7题冤

解答题 原第22题渊2009第15题冤 新第22题渊2018年第16题冤

新增样题具有以下特点院
1.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宗旨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数学教育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袁结合数学的抽象

性尧逻辑性尧严谨性等特点袁选取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题材袁
弘扬中国数学优秀传统文化袁使考生感受数学文化魅力袁增强文
化自信.如 2018年文史类数学第 5题尧理工类第 4题袁涉及的背
景野十二平均律冶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袁是通用的音律体
系袁钢琴就是依据这个音律体系制作的.明代朱载堉最早用数学
方法计算出半音比例袁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样题
中引入这两道题不仅希望考生能在数学学习中感悟数学在其他
学科中的应用价值袁 更希望考生能体会数学在人类文明中的贡
献袁更重要的是增强文化自信袁增强民族自豪感袁引导考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袁意在凸显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

2.坚持考查核心概念袁突出数学学科本质
考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尧基本能力的发展袁以及基本态度和

价值观的养成袁共同构成了终身发展的基础.样题的调整引导考
生关注高中数学学习中的主干知识与核心概念袁 加深对数学概
念尧法则尧公式和定理本质的深刻理解.如 2018年文史类第 7题尧
理工类第 11题袁 均在熟悉的情境中用新颖的设问方式考查考生
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这样的调整意在引导教学要对基本概
念有深刻尧整体的认识和理解袁把握知识发生尧发展尧形成尧创造的
过程袁掌握知识的来龙去脉袁聚焦对概念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袁注重
提高考生理解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坚持考查思想方法袁凸显考生思维品质
考查数学思想方法是叶考试说明曳中的一项基本要求袁也是由

数学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援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知识的精髓袁是
形成良好认知结构的纽带袁 也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援2018年
理工类第 7题考查解析几何中的基本内容 野直线和圆的位置关
系冶.将此题作为 2019年样题袁希望引导考生在备考中关注数与
形的关系以及数与形的转化袁 能够从题目中抽象出问题的本质袁
然后借助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

4.坚持考查核心素养袁关注试题开放创新
数学教育的目标是发展考生的数学素养袁引导考生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世界袁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袁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数学
课程标准中提出了数学六大核心素养袁即数学抽象尧逻辑推理尧数
学建模尧直观想象尧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援叶考试说明曳中提出要突
出数学试题的能力立意袁坚持素质教育导向.如 2018年文史类第
16题尧理工类第 13题尧理工类第 16题袁均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袁
选择新颖的情境袁以创新的方式呈现数学试题内容.这样的调整
意在引导教学注重考生综合数学素养的培养袁注重提高考生的实
践和创新能力.

2019 年数学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袁希望具有以下教学
导向院

1援引导教学加强对核心概念尧主干知识多维度尧整体的认识
和理解袁搞清楚知识的来龙去脉袁以提高考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整
体认识.

2援引导教学立足揭示数学学科本质袁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袁
让考生积极参与主动建构知识网络的活动袁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3援引导教学注重发展数学核心素养袁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袁
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深刻理解尧运用知识.

4援引导教学注重方法指导袁在解决问题中发展考生的数
学素养袁加强对试题的基础性尧综合性尧应用性尧开放性和探
究性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