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考语文共有 10 套试卷，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 5 套，分别为全国Ⅰ卷、

全国 II 卷、全国 III 卷、新高考Ⅰ卷（今年山东使用）、新高考 II 卷（今年海南

使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自主命制 5 套。试题把握时代精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高考评价体系，加强关键能力考查，对接课程标准，

与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同向同行，助力高考综合改革平稳实施。试卷结构稳定，设

计友好，总体实现了命题高水准、试题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一、培根铸魂，彰显立德树人导向

2020 年语文命题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中国精神，引导当代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家国情怀、培养奋斗精神、增长知识见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贴近现实生活，厚植家国情怀

将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有机融入试题，是语文命题的应有之义，新高考Ⅰ卷

作文题 “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选取中国抗疫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特定

的视角提出写作任务，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参与全民抗疫的切身体验，深入思考在

人民生命安全面临重大威胁的关键时刻，中国所作出的回答和取得的战略成果，

从中发现和阐述中国抗疫行动所显示出来的制度优势、综合国力、文化底色，意

在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责任担当、价值选择。全国Ⅲ卷实用

类阅读材料《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全国Ⅰ卷文言文阅读材料《宋

史•苏轼传》等都体现出可贵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

2.关注人类未来，拓展国际视野

全国Ⅱ卷作文题“携手世界，共创未来”将学生带入全球抗疫的进程之中，

引导学生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入手，思考人类的危机应对之道，进而思考人类



的发展未来，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感受青年在危机情境下的责任

与担当，要求学生展现出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采，发出中国声音。北京卷作文

“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为切入口，引导学

生思考个人在集体、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任和使命。

3.发掘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全国Ⅰ卷作文题“历史

人物评说”，材料有齐桓公、管仲、鲍叔君臣合作、共成霸业的历史性陈述，有

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让学生感受历史，品评人物，观照现实，思考个人

发展，从中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汲取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个人品德修养的提高。天津作文题“中国面孔”包含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

中国科技的世界贡献、普通民众的奉献精神，可引导学生思考中华民族发愤图强、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文化底色。

论述类文本阅读中的“家庭伦理与‘孝’”（全国Ⅰ卷）、“《古文观止》”

（全国Ⅲ卷）、“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高考Ⅰ卷），语言文字运用中的 “殷

墟甲骨文”（全国Ⅱ卷）、“中华文化”（全国Ⅲ卷）、“中华文明史”（江苏

卷）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也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

此外，为全面落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时代要求，试题命制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理念，将美育、体育、劳动

教育有机融入试卷。例如古代诗歌阅读中李白、杜甫、王勃、王昌龄、陆龟蒙、

陆游、韩驹的诗，文学类阅读中海明威、沈从文、刘庆邦、葛亮、于坚、梁衡的



小说和散文，语言文字运用中篆刻艺术、潍坊风筝等语料，都能陶冶学生的审美

情操，提升学生的审美品味。越野滑雪、有氧运动等素材，传达着“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精神”的体育意识。蒋子龙《记忆里的光》、白居易《观刈麦》等素材，

则蕴含着中华民族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优秀传统。通过精心设计，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以浸润的方式在语文试题中得以体现。

二、科学考查，突出语文关键能力

科学考查语文学科关键能力，既是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

高考语文命题的一贯追求。依据《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关键能力是指进入高等

学校的学习者，在面对与学科相关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时，必须具备的高

质量地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以阅读理解、信息整理、应用写作、

语言表达、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等六项关键能力为突破点，探索学科能力考查

的科学途径。

1.取材多样，考查阅读理解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

阅读是获取知识信息、提高认知的基本途径，关系着一个人德、才、学、识

的完善和提升。在考查阅读理解、信息整理能力方面，试题重视对“读什么、如

何读”的引导，提升思维能力和审美水平。以全国Ⅰ卷的文学类阅读为例，材料

节选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越野滑雪》，小说长于对滑雪的精彩描述和主人公细

微的心理描写，试题由此出发，引导学生突破传统阅读惯性，与作品对话，产生

情感共鸣。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各类信息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甄别信息、

整理信息、评估信息、利用信息成为重要的语文能力。全国Ⅰ卷实用类阅读聚焦

“新基建”，引导学生从多个文本中全面获取这项政策的出台背景、基本内涵、



发展前景和国际反响等相关信息，试题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特点，加大了对信息整

理能力的考查力度。

2.巧设情境，聚焦语言表达和应用写作能力

应用写作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凡是个人、集体、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

交流与表达，都可以成为应用写作的考查内容。以今年的作文试题为例，既有过

去常见的应用性文体，如全国Ⅰ卷写一篇参加“历史人物评说”主题班会的发言

稿，全国Ⅱ卷写一篇“携手世界，共创未来”的演讲稿，全国Ⅲ卷给高一新生写

一封“如何为自己画好像”的信；也有新的应用写作形式，如新高考Ⅱ卷要求学

生以《中华地名》节目主持人身份，写一篇“带你走近_________”的主持词。语

言表达能力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语言文字运用模块

重点考查语句补写、文段压缩、语病辨析、成语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突出语言

表达能力的考查，有助于引导学生活学活用。如新高考Ⅰ卷第 20 题要求学生分

析不同语言形式的表达效果，引导学生从语言环境、语体风格、逻辑重心等方面

进行思考，考查学生对语言表达正误好坏的判断能力，让学生通过学习获得更强

语言表达能力。又如，浙江卷的第 6 题给出两组宣传抗疫的图片，要求学生为图

片拟出标题，并简要评价图片的创意，既给学生一个相对自由的语言发挥空间，

又能考查出语言表达的概括力和精确度。

3.深入探究，提升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属于高阶思维能力，要求学生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运用已有知

识进行审慎思考、分析推理。辩证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思维领域的鲜活表

征，要求学生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试题加强了对批

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比如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画好像”，通



过设置充分的思辨空间，由浅入深地考查了学生对这两项能力的综合运用。首先，

学生需要对试题材料进行细读辨析，挖掘其中内含的逻辑关系：认识自我的困难，

如何克服这一困难，以及认识自我的意义，这三个环节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其

次，学生还要运用辩证思维从中提炼出三对重要的辩证关系：自我作为认识的主

体与客体、镜子与自画像、个体与社会。最后，写作任务将学生拉到生活实践中，

一方面促使学生批判性地探究，“画好像”中“好”的标准何在、具体内涵是什

么；另一方面启发学生认识到，“画好”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上述三对关系。整个

作文题的材料、情境和任务设置，就在“如何”的思考与“画好”的求索中，使

学生体会到理论思辨与现实实践的辩证统一。上海卷作文“转折”从个体、群体

和人类等角度，引导学生关注发展进程中的转折，思考人在转折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考查学生的思维品质和能力。全国 II 卷第 15 题，要求学生回答王安石《读

史》诗所阐述的道理，引导学生保持批判精神，善于分辨，切忌盲从。

三、守正创新，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2020 年新高考语文命题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支撑，通过精心选择材料、设计

题型、完善试卷结构等，加强教考衔接，将高中课程标准要求和语文命题紧密结

合，促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落地。以素养、能力、水平为考查基点，促进教育公

平，助推高考综合改革行稳致远。

1.加强教考衔接，助力新时代育人方式改革

增强试题与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协同性，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

及课程标准等文件精神，是语文考试内容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考助力新时代

育人方式改革的有力举措。试题在材料选取、设答方式、作答要求等方面，与高



中语文教学高度契合，情境设计注意联系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比如，新高考 II

卷作文题，设计了写一篇主持词的语文实践活动，直接对接课标中“当代文化参

与”学习任务群；语言文字运用题对接“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

引导学生观察具体语言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并体会语言文字运用规律，在真实的

语言运用情境中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和语言表达、应用写作等关键能力，从而使

教考衔接，以考促教，以考促学，实现教、学、考的有机统一。

2.坚定改革步伐，推动新高考平稳落地

今年考试中心首次命制的新高考Ⅰ卷、Ⅱ卷，坚持高考内容改革的正确方向，

努力体现高考综合改革精神，既考虑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使用老教材参加新高考

的实际，又对标新高考适应性测试的结构模式，保证了新老高考的平稳对接，助

力新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

在试卷的结构上，布局更为均衡。将论述类、文学类、实用类阅读调整为现

代文阅读Ⅰ（信息类阅读）和现代文阅读Ⅱ（文学类阅读），既能涵盖中学教学

的阅读类型范式，又能与现实生活中的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对接，增强了阅读对

象的丰富性，便于设计更为灵活的问题情境。

在试题设计上，增加主观题的设置，对语文综合性与实践性的考查提出更高

和更全面的要求。现代文阅读 I 模块中以问答题的形式考查论证能力，文言文阅

读模块中以问答题的形式考查文意理解，语言文字运用模块中以问答题的方式考

查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些以主观题形式呈现的新题型更加注重学生的思维过程，

能更好地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信息整理、应用写作等关键能力。如全国新高考

I 卷信息类阅读题“历史地理学”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内容，给历史地理学下一

个简要定义”，需要学生准确解读全部阅读材料，筛选整合文中信息，并对材料



准确理解、分析和综合，同时需要学生知道定义的要求，这符合课程标准提出的

“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促进方法、习惯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发展”

“多设置主观性、开放性的题目”的要求，有利于鼓励学生发挥与创造，促进学

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

四、稳字当头，坚定学生作答信心

试卷坚持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原则，便于学生发挥，使学生感到学有

所得，从而能够以平静而积极的心态作答；坚持公平原则，把考查重点放在学生

的语文能力和素养上，确保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平稳进行。

1.稳预期，符合学生对试题的期待

试卷结构稳定。全国Ⅰ、Ⅱ、Ⅲ卷试卷结构与 2019 年一致，试题模块依次

为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

阅读、名篇名句默写、语言文字运用、写作。新高考 I 卷、II 卷试卷结构与新高

考适应性测试一致，试题模块依次为现代文阅读 I、现代文阅读 II、文言文阅读、

古代诗歌阅读、名篇名句默写、语言文字运用、写作。

考查内容与教学内容相符。全国 I、II、III 卷的考查内容依据上一版语文课

程标准，新高考 I、II 卷考查内容遵照四省《2017 级普通高中语文教学指导意见》

的要求。以名篇名句默写试题为例，全国 I 卷考查的诗句出自《离骚》《琵琶行》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国 II 卷考查的诗句出自《荀子·劝学》《醉翁

亭记》《赤壁赋》，全国 III 卷出自《论语·述而》《观刈麦》《阿房宫赋》，均

为上一版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背诵篇目；新高考 I 卷考查的诗句出自《论语·先进》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新高考 II 卷考



查的诗句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登岳阳楼》《六国论》，均为四省《2017

级普通高中语文教学指导意见》推荐的背诵篇目。

2.稳难度，利于学生正常发挥

试题从素材选取、试题设计等方面综合把控难度，使其与学生总体作答能力

水平相当，让学生都能发挥出应有水平。

精选背景熟悉的材料。一是在选取试题阅读材料时，将所涉内容是否在学生

熟悉的范围、学生生活中能否接触到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以论述类文本为例：

全国 I 卷的材料主题是“孝”的内涵形成及历史演变，文章中提到的家庭伦理问

题与每一位学生都息息相关；全国 III 卷的材料对《古文观止》备受读者欢迎的

原因进行分析，条理清楚，而《古文观止》为广大学生所熟悉，其中有多篇选文

是初高中教材必修篇目。北京卷作文“一条信息”取材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

近学生实际，审题难度不大，但富有思考层次。二是不回避热点话题。以写作试

题为例，疫情防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备考过程中普遍关注的热点，这些内

容都纳入了高考作文命题的范围，学生对此不陌生。三是日常生活入题。以语言

文字运用试题为例，语料话题分别是有氧运动、噪音、食物消化、电子阅读、风

筝等，均取自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

试题平实，有延续性。试题平易朴实，立意明显，指向清晰。以古代诗歌阅

读的问答题为例，或者问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者问诗歌阐述的道理，均着

眼于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最基础的内容。考点和题型更多体现延续性。全国 I、

II、III 卷考点和题型与 2019 年保持一致，新高考 I、II 卷的考点和题型对标新高

考适应性测试，并根据调研反馈进行了合理调整。

3.稳情绪，照顾学生的考场心情



语文试题的命制依托于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字材料，而材料、特别是文学性材

料的情感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对学生答题时的情绪产生一些影响。材料选择强调情

感中正平和，色彩明快清新，对于学生来说，亲切友好、乐观积极。以文学类文

本阅读为例，全国 I 卷的《越野滑雪》讲述的是普通年轻人对运动的热爱，对生

活的激情，全国 II 卷《书匠》刻画的是普通匠人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全国 III 卷

《记忆里的光》探讨的是普通劳动者对信仰的追求，新高考 I 卷《建水记》呈现

的是普通市井生活中的诗意，新高考 II 卷《大师》表达的是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

体现的亲情。这些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情感，对于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刚刚和

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疫情防控的青少年来说，既是亲切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再

以古代诗歌阅读为例，所选唐诗或表达对生病朋友美好的祝福，或表达对即将分

离的朋友的不舍，所选宋诗探讨读书、学诗、育才的方式方法，均健康向上。

2020 年高考语文命题不忘铸魂育人的考试初心，牢记为国选才的崇高使命，

贴近时代、贴近学生，关注思想导向、情感熏陶、人格养成，确保试题经得起检

验，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