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指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应使全体学生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

修养和科学人文修养，为终身学 习奠定基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

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 独特的功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发挥应有的作用。

2020 年新课标二卷的语文试题在命题的特点上就体现了这一要求，并且在

内容上更倾向立足自身，放眼世界。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坚持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了语文科目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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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本次试卷中实用类文本四则材料，体现了 2020 年是我国打赢扶贫攻坚

战，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一年，并且材料二鲜明指出了我国才用的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

再如现代文阅读选自葛亮的《书匠》，对文化的承继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向

来是葛亮小说中的主题，做着自己也曾说明这个故事，是“匠传”小说系列的首

篇。“传”既有传承之意，也为这些匠人们聊作小传。文字绵薄，权当一道时间

的铭刻。从题目中也可以分析出书匠“精益求精”“恪守职业操守，敬畏与热爱

职业”的品质，彰显了时下强调的“工匠精神”。对学生有直观的德育作用。



再如文言文《宋史·王安中传》中，王安中不畏权贵，直言进谏，检举蔡京

的行为，向学生们彰显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应该立志、立身、立行，

提升自我修养、素养；应该明辨是非，不随波逐流，敢于与不正之风作斗争，克

服“好人主义”的优良品质。

再如作文题目中，要求同学作文中国青年代表参加“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

坛”发表演讲，这一题延承了 2017 年新课标 1“向外国青年介绍中国”2018

年新课本 1“你与新世纪中国一同成长”2019 年新课标 2“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这些以青年为写作主体的题目，都是要求学生写出当代青年所要具备的精神品质，

鲜明地体现了语文考试立德树人的作用。在今年新课标 2 卷有一个改变，就是放

眼世界，在世界的整体背景下完成演讲。这也体现了高考的连续性，在我的课程

中也反复被强调，学生们在备考的时候，完全可以参照往年的题目，准备作文这

一板块。历年考试题目形式虽不一定完全一样，但主题立意常常一致，“青年精

神”就是近几年高考备考必备的主题。

二、体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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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试卷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要求。

1.语言构建与运用

这一点要求学生们发展在具体语言情境中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进 行交流沟通的能力。



本次试卷中第 20 题补写句子，讨论的是人在噪声中健康情况受到影响的实

际生活中也会遇到问题。

第 21 题压缩语段，分析的是 2020 年 6 月 1 日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

作文题在 2019 年的新课标 2 卷，要求写慰问信、观后感等多种文体之后，

继续明确文体，要求学生写一篇演讲稿，这些文章形式，都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

具体的语言情景，帮助学生更有效地使用语文知识。

2. 思维发展与提升

这要求学生得到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

展，促 进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

例如本次考试文言文《宋史·王安中传》后半段，王安中没有如之前一般正

直不阿，而是曲意逢迎，结果导致被罢免。这样的情节引发学生深入地思考。

再如古代诗歌考查的是王安石的《读史》，诗词蕴含的深刻哲理是在读书时

必须保持批判精神，善于分辨，切忌盲从，历史记载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差异。

这都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启发与引导。

再如名篇名句默写中的三句话，笔直的木材如果“輮以为轮”，就会弯曲到

符合圆规的标准；即使再经暴晒也不会挺直，因为“輮使之然也”。月亮时圆时

缺，“而卒莫消长也”。这些句子都蕴含着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

3. 审美鉴赏与创造

这一点要求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位，逐

步掌握表现美、创造美的方法。



本次试卷的第一题选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探讨艺

术品的价值，体现了对中学生的美育作用。

4. 文化传承与理解

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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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试卷语言文字运用考查内容为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的殷墟甲骨

文，这一内容在 2016 年新课标 1 卷的论述类文本也曾经考查过，再次体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次考试，整体上延续了 2018、2019 的试卷形式，在语言文字运用版块

略有微调，但试卷整体非常平稳。随着山东、海南地区新高考试卷的使用，预计

在 2021 年，高考语文试卷会在题型上有更多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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