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体评价

2018 年全国高考试题的命制，严格遵循教育部修订颁布的《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大纲-语文》，既体现新《考试大纲》的精神，同时又尽量保持与往年的衔接照应，以体现语文

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优势功能。在命题思路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立场;在考察内容上，以古今优秀作品为载体，蕴藏着丰厚的历史人文因素;在考查形式上，

体现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导向。

二、试题分析

第一大题

第一大题为现代文阅读，分为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三个部分。与

2017 年保持一致，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都是必考。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论述类文本阅读重点考查考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分析原文论证以及综合文中信息进行推断的

能力。阅读材料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一文，体

现对大数据时代保障个人权利的反思，适合高中毕业水平考生的阅读和理解。3 道题考点各不相同且

指向明确，第 1 题考查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第 2 题考查分析原文论证的能力，第 3 题考查综

合文中信息进行推断的能力。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

文学类文本阅读重点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分析综合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阅读材料是老舍的

小说《有声电影》。作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老舍的作品接地气，具有通俗晓畅而又幽默风趣的

语言特色，选篇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第 4 题作为客观题，考查的综合性较强，涉及到文章内容的理

解，也涉及到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第 5 题考查文章内容的分析综合;第 6 题考查幽默这一艺术特色的

分析鉴赏。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

本题为实用类文本阅读，它是包含图表在内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本题目的文本注重真实性和实

用性，要求学生能够了解文体的基本特征，准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分析原文内容。实用类文

本阅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文本材料总要基于一定的逻辑进行谋篇布局。学生在阅读时，应该认识到

文本背后的逻辑架构，对其行文内容进行分析。

本试题的材料内容围绕“中国创新实力提升背景下的知识产权”这一主题展开，材料一来源于中

国知识产权报社论：《播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主要介绍了知识产权对于中国实现创新的重

要性：现阶段创新的关键点是保护好知识产权;材料二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中心《2017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考》，呈现的形式为表格，在这份表格中，考生不仅要看出社会总体专利侵权比例

降低带来的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同是也要分析出其中的原因：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维权行为的支

持与保护;材料三同样也是一篇中国知识产权报的社论文章，主要表达了高校知识产权转化为科技专

利对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材料四则反映了高校知识产权转化为科技专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四组材

料简明精练，行文条理清晰，总体上通俗易懂，适合高中毕业生水平考生的阅读和理解。其中 7、8

题作为客观选择题，只需要准确把握材料内容即可，而第 9 题则需要考生掌握社科类文本材料信息筛

选与概括的能力。

第二大题

第二大题为古代诗文阅读，分为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阅读和名篇名句默写三个部分。

(一)文言文阅读

文言文阅读，包括 4 道小题。关于王涣的这段文字选自《后汉书·循吏列传》，原文篇幅较长，

仅关于王涣的内容就有 800 余字，考题根据需要做了一定删节。本次重点考查了文言虚词“而”的

多种用法和由“为”引导的介宾结构中宾语省略的问题，还考查了中国古代避讳、刑狱方面的知识以



及“狱”、“文理”等古今异义词。从整体看，这段人物传记属于典型的循吏传文写作，重点十分突

出。翻译题相对来说比较考验学生功底，但也在高中生的掌握范围之内。

(二)古代诗歌阅读

本诗是陆游描绘自己草书创作的诗篇，原诗六联，考题节选了前四联。本题延续了过去全国卷乐

于考查诗歌结构的特点。全诗以酒和书为核心，描绘了“醉后草书、书罢复饮”的快意场景。但是内

中隐含了报国无门，只能以酒和笔为金鼓刀槊聊以自慰的心境。前后两处写酒，所蕴含的情感不同，

结构上彼此呼应，对标题有所照应。“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本诗好，本题亦佳。

第三大题

第三大题集中测试考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由 3 道选择题和 2 道主观题组成。该大题与 2017

年相比，题量相同，赋分总体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17、18、19 三道题的组织方式和往年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17 年全国卷

的三题各自独立，分别考察词语运用、语法语病和语言得体问题。而 2018 年全国卷三题则由一篇短

文组织起来，要求考生为短文填补句子、词语，并且修改语病。尤其是第 17 题，需要考生在理解原

文主题思想的情况下进行作答，相当于增加了一道短文阅读题。从语言基础的角度上看，由于有了短

文语境的辅助，题目的难度有所下降，但相应的是增加了试卷的阅读量，强调了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第三大题的变化，更是承接 2017 年阅读题的变化。持续两年试卷阅读量的上升，体现了高考全国卷

重视阅读的倾向。主观题中，第 20 题考察学生是否能够进行得体的语言表达，不同于以往选择题的

形式，今年要求考生找出不当之处并进行修改，且要求语体风格一致，对学生能力要求有所提高。第

21 题考察句子的仿写，不仅要求句式的相同，还需要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和思维的严密性，需要考生

注意。

第四大题



全国二卷的作文题与去年相比材料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逻辑学中的“幸存者偏差”为原

材料，突出了“关注被忽略之处”和“透过现象把我本质”两大要点。考生可以以此为切口进行创作。

选材上错开了当下的社会热点和近几年热议的传统文化等议题，突出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强调学生

对于自我思维的深度批判及其同生活现实的联系，可谓是高考材料作文中的一股清流。本题是对学生

思辨能力的一次挑战，也是引导语文教学回归逻辑素养训练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