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新课标三卷的语文试题在命题上的特点：稳中求变，树德育人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党委书记刘桔，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牢记

立德树人使命 写好教育考试奋进之笔》一文中，阐述的核心观点就是“用党的

十九大精神统领高考命题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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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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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类文本阅读以访谈的形式考查，在往年高考题目中，

曾经考查过一次杨澜和余光中的访谈，这次考查了《文汇报》对钟南山的访谈，

在题目形式上出现的频率较低。但访谈内容体现了钟南山先生为国为民的奉献情

怀和敢医敢言的性情与胸怀。为中学生树立了真正的时代榜样，体现了语文课程

的育人作用。



本次试卷中文学类文本阅读选取蒋子龙的《记忆里的光》，文章中锤子与镰

刀的意象，鲜明地体现出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热爱，出题人旨在通过本文

培养学生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本次考试的文言文阅读节选自《晋书·王彪之传》，文中发生了时疫的情况

下，当别的官员都躲在家中，不肯上朝，彪之却说：“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

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体现了王彪之正义凛然，不惧灾

疫，以国家大事为重的特点，这和前文钟南山的品质极为相似。试卷从历史和现

实的角度为学生们展现了不同时代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本次考试的名篇名句默写，孔子和白居易的诗句展现了普通劳动者在劳动生

活中的安然自得，阿房宫赋中的句子则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生活的奢华。二者对比，

引发学生们对贫富生活的思考，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引导学生们热爱

劳动，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本次考试的作文题，我们需要寻找各种“镜子”来审视自我，其实也完全可

以以“钟南山”为镜、以“王彪之”为镜，找到真正的“榜样”，学习榜样身上

的优秀品质。题目中的导语“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我能做些

什么”“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引发了中学生对自己生活的深入思考，促使中学

生寻找更加优秀的榜样。

二、体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语言构建与运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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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建构与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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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食物及相关营养知识这些和生活紧密相

关的内容，第 21 题压缩语段，分析的是 2020 年 6 月 3 日的国资委会议，讨论

武汉重振的方案，这些题目都体现了语文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性。

三、体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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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本次考试的第一题论述类文本阅读，摘编自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如果考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对古文观止有一定的了解，对于相关的文化知识有一

定掌握，那么在做题的时候将会更加轻松。

再如古诗词鉴赏中，考查魏征的性格特点，诗中并没有描写魏征，只是提及

人名，题目中也没有对魏征的过多注释，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常识，对魏征的人

物经历和人物性格有一定了解，那就无法完成作答。

最后，语言文字运用题，文本内容就是在阐述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让学

生通过阅读更加可以感知到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语文考试德育的特点。

总之，本次考试整体上题型和 18、19 年保持一致，体现了高考的稳定性，

同时在题目设计的时候更偏向于起到一定的德育意义，可见这会是以后高考依然

延续的命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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