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题紧扣“新时代”和“新一代”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全国高考语文科共有 8
份试卷， 其中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
命制 3 份，另有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江苏分省市自主命制 5 份。

除了引导学生重视阅读外 ，有
专家指出今年考题中的一个有趣

现象 ： “今年的作文出现了 ‘撞
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
说 ，今年全国Ⅰ卷的作文题和北京
卷的作文题 “不约而同 ”聚焦在了
今年考生大部分是 “2000 年出生”
这个关键点上。

全国Ⅰ卷列举了 2000 年以来
我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让考生结合
自己的思考写成一篇文章， 想象它
装进“时光瓶”留待 2035 年开启，给
那时 18 岁的一代人阅读。 北京卷则
直接让学生以 “新时代新青年———

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
议论文。

“说明我们的高考命题都是紧扣
时代特点，紧扣学生特点的，这种‘撞
题’非常好。”陈志文说，这也是一种引
导，引导青年在关注自身的同时，思考
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也指

出，有时候试题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功
能，以全国Ⅰ卷的作文题为例，试题
把 “世纪宝宝出生 ”和 “世纪宝宝成
年”作为 2000 年和 2018 年当年的主
要内容，并在试题的引导语中明确指
出 “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一路同行、
成长， 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
梦”。试题直接面向考生发声，直接点
明他们的独特身份，直接揭示他们与
国家、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激发他
们的青春梦想与奋斗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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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18年语文高考———

00 后需要怎样的母语素养

“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是靠大量的
阅读和大声的朗读来培养的，今年的
试卷就是在引导学生大量阅读，现在
高考的路子是对的。 ”北京大学教授
陆俭明说。

6 月 7 日， 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
子，每年的语文高考试题都会成为人
们热议的焦点，而今年恰逢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 新的高考改革也将于
今年进入第二轮改革试点。 因而，今
年的高考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
高校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也预示着
今后改革的方向。

语文高考刚刚结束，记者第一时
间采访了多位语文教育专家及一线

语文老师，以给出更加理性的高考试
题分析。

深化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考查

接受采访时， 不少专家都提到
了全国Ⅱ卷的作文“幸存者偏差”。

题目是这样的 ， “二战 ”期间 ，
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 ， 英美军
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

的分布 ， 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
哪里 。 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
议 ， 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
位 ， 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
机 ，很难有机会返航 ，而这部分数
据被忽略了 。 事实证明 ，沃德是正
确的 。

“这道作文题首先考查了学生
思维的系统性，没有系统的思维，考
生的逻辑链条就可能出不来， 没有
完整的逻辑链条无法完成写作。 ”北
京十一学校的史建筑老师说。

“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载体，今年

的高考试题在启发学生思维这一点

上，整个试卷都有体现。”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王宁说，这也是对语文综合素
养的一种考查。

命题专家指出，比如，上海卷作
文试题“被需要”，为考生的写作内容
提供了丰富的逻辑关系与层次，便于
集中考查考生的思维品质和表达水

平。 天津卷作文试题要求考生围绕
“器” 展开联想和思考， 贴近生活实
际， 在提供多向思维路径的同时，又
有一定的思维梯度。

“这些题目从根本上在考查考生
的学习能力。”陈志文说，这种学习能
力包括阅读能力、信息提取和加工的
能力， 与此相伴的是逻辑表达能力，
“考生要在读懂的基础上， 进行逻辑
完整的表达。 ”

>>>相关链接

今年 3 套高考作文题贴近时代热点
今年全国语文试卷作文题为 8 套

共有 9 道作文题，其中 3 道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命制，6 道由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等省份命制。 教育部新闻办表
示，今年的试题以材料作文为主 ，总体
上以厚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新颖
而灵动的形式，直接而策略地反映时代
主题，正面而巧妙地传递价值观念。

记者发现 ，8 套作文题中至少有 3
套与时代热点相关。 北京高考的两个大
作文题目为议论文“新时代新青年———
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和记叙文 “绿水
青山图”。 北京市教委基教研专家认为，
这对语文教学在把握立德树人的总体

方向上，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 “这样的

作文， 鲜明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育人上的引领作用， 引导学生把自
己的成长与祖国、时代结合起来，强调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

除了北京， 全国 I 卷的材料罗列了
2000 年以来我国部分重要事件，称“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机缘、 使命和挑
战。 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一路同行、成
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要
求据此写一篇文章， 想象它装进 “时光
瓶”留待 2035 年开启，给那时 18 岁的一
代人阅读。全国 III 卷给的三段材料中第
二段也提到了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
山”，关注环保问题。

（据《新京报》）

试题更贴近考生真实生活

多名专家提到了今年高考全国 III
卷中选用了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短篇小

说《微纪元》。 “刘慈欣的小说在流行文
化中具有代表性。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
武说，这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科幻小说
首次进入高考。

命题专家指出，考题中选入刘慈欣
的作品是一种内容与题型的创新，有助
于激发学习兴趣，防止刷题、宿构。

“学生们的阅读无外乎有两大类：
喜欢读的和应该读的。 ”济南外国语学
校刘笑天老师说，刘慈欣的作品在中学
生中有广泛的市场，这样的题目正是引
导学生用他们喜欢的阅读来构建他们

阅读能力。
贴近学生生活并不意味着把学生

的生活全部搬到试卷中来。
有专家指出， 今年的全国 III 卷作

文题可能就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议，试题
内容给出了我国改革三个时期的三个

标志性的口号，让学生自选角度 、自选

文体写一篇作文。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道
题不像语文题，更像是历史题。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会纠结高考语
文到底应该考知识还是考能力。”陈志文
说，但这两年高考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就是要考查考生的综合能力， 不仅是考
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还要对所处时
代、所处社会的真实大背景有所了解，这
种跨越了知识和能力本身的题目， 考查
的是学生真正的综合能力。

“加强对考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
应用信息能力的考查，从文本呈现方式、
试题设问等方面， 有效考查考生面对不
同类型的信息时选取恰当策略进行信息

处理的能力。 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对语文
学科提出的要求。”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
专家说，比如，今年浙江卷的第六题就要
求考生针对给定文段归纳主要内容，将
信息的整合、 提炼与对写作能力的考查
结合在一起。

（据《中国青年报》）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