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新课标一卷的语文试题在命题的特点：设计精妙，暗合时事。

这是一套将文学和现实生活巧妙结合的经典试卷。将语文考试的文学性和时代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中深刻地体现出语文教育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

第一部分：文学性特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指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

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语言建构

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 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

其中“文化传承与理解”要求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次考试中有多个题目，以不同形式，考查了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掌握水平。

例如本次试卷中的第一题，论述类文本选自《“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文言文阅读，考查了《宋史·苏轼传》，直接在文言文中考查著名诗人的传记，在以前的高考中很少见，往年一般不会选取如此知名的人物做为题目，在

2019 年新课标 1 的文言文阅读中选取了贾谊的传记之后，今年直接选取了苏轼的传记，可见考试对文化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直接从题目上引导学生对古

代著名诗人必须有足够深入的了解。

名篇名句默写中，提到的《离骚》中和古代服饰相关的诗句和《琵琶行》中与元杂剧相关的诗句，都是在考查学生对于课本知识的拓展延伸的相关文化知

识的了解。

语言文字运用中考查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篆刻，分析了篆刻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另外提及一点就是今年的新课标 1 卷第 19 题考查了标点符号的作用，

其实在 2019 年新课标 2 卷也考查过标点符号的作用，所以考生在备考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研究自己省份的题目，高考出题一直是会参照、对标其他地区的试卷，

往年经常出现题型复用的情况。

最后，作文的部分，题目引用的是管鲍之交的经典历史故事，并且这一故事及相关写作方源自高中语文选修课本《文章写作与修改》，直接引用古代经典

故事和课本内容在高考语文作文命题上出现的频率极低，这也体现了命题组对于贯彻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教材的重要性，用考试题目引导学生学习的决心。

第二部分：时代性特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弘扬民族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热爱中华文

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深 厚感情，以及热爱美好生活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学生逐步形成 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增强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感

本次试卷中多个题目体现这一特征。

1、直接结合时代生活命题的部分。

本次考试的第 20 题探讨运动与改善记忆的关系，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次考试的实用类文本阅读，文章材料引自《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分析的是我国的“新基建”和抗击疫情的关联性。还有第 21 题，压缩语段，结

合中国航天日的活动分析我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这些内容都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情况，培养了学生大时代下的青年责任感，塑造了学生

的爱国精神。这种考查方法在近几年高考语文中屡见不鲜，这两则材料也都是我在考前课程中原创模拟卷中出现过的内容，训练过很多遍，学生在考场上见到

这样的材料，就不足为奇了。

2、巧妙暗含时事的部分

2020 年的春天，全世界所有人都必须要共同面对的时事问题就是疫情，而面对疫情，高考语文考查的必然是在疫情之下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奋进的优秀品

质与精神。所以新课标 2 卷考查了世界青年的团结合作，山东新高考考查了不同岗位的人群面对疫情虽然距离拉远了，心与心的联系却更近了。

但其实面对疫情，从中学生的角度出发，最能切身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各种岗位的人，也不一定是世界上的青年，而是自身的生活，自身的生活

就是自己和同学的关系。

所以 2020 年新课标 1 卷，文学类文本阅读选取了海明威的《越野滑雪》，并且在题目中和《老人与海》有所对比分析，这首先符合语文课程说明中对于

中外经典名著“整本书阅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表达的主旨是两个朋友，一个要开学了，一个“不开学”，两个人即将分开，不想分开但却又有些无

能为力，未来想再“一起滑雪”，但又确定的状态。这完全符合当下，由于疫情，很多同学突然间就分开了，甚至毕业仪式也只能远程举办，不想分开却又无法

确定未来的真实状态。突然间就迎来了毕业的高中、大学同学们，已经天各一方了，还能“一起滑雪”吗？

本次古诗词鉴赏，考查的是陆龟蒙的《奉和袭美抱疾杜门见寄次韵》，诗词最后一句“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体现了这首诗的思想感情，“表

达对友人能够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对以后美好生活的展望。”而这也是这个题目的答案。可见出题人是想让学生们分析出这个思想感情，来引导学生们明白在和同

学和朋友面对疫情时，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要关心支持朋友。这鲜明地体现出了语文考试的育人作用。



最后，本次考试的作文题目，管鲍之交，本身就体现着朋友之间要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主旨，告诫学生们和朋友要彼此支撑，互相给予力量。

同时，管鲍之交的故事，如果从齐桓公角度去分析，立意可以是不计前嫌，宽容大度，才能美美与共。而这也恰恰符合了世界疫情的现状，在我国爆发疫

情的初期，有些国家发出了不恰当的言论，做出了不合理的行为，但当疫情蔓延全球之后，我们国家不计前嫌，宽容大度，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无私救助，

这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范、强国气度。

2019 年新课标 1 卷，文学类文本阅读，考查大禹治水的故事，暗含国家领导人不惧阻挠，以大无畏的气概进行改革开放，2020 年，新课标 1 卷再次

以文学故事暗含社会热点，并且通过文学故事引导青年学子，设计精妙，逻辑缜密。预计未来依然会延续这样的出题形式和方向，充分发挥语文考试的立德树

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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