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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朝阳区高三一模语文考试整体评析

一、总评

此次朝阳一模充分体现出今年高考的总体出题方向和设题思路，给了考生较为充

足的发挥空间，但在文言文阅读、诗词鉴赏等题目中维持了较高的难度。考生应当以

此次朝阳一模为契机，认真总结反思自己在此次模拟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调整自己

下一步的复习安排，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和考试做好准备。

二、分评

2020 朝阳一模体现了今年以来高考模拟题命题的基本趋势，也保持了北京高考命

题的总体规律，有利于考生对照检验自身水平，为下一阶段的复习打好基础。

（一）实用类文本阅读

实用类文本阅读部分总体难度较低，逻辑层次清晰，重点考查考生对关键信息的

梳理和比对能力，考生要把握好答题时间和准确度之间的平衡，为后面难度较高的题

目争取答题时间。问答题部分，考生需要注意分配好两个问题的篇幅，并且做好两问

之间的配合。

（二）文言文阅读

文言文阅读选择了柳宗元和石介的文章，并且进行了对比。唐宋文人的论文是近

年北京高考题目选择的热门方向，总体难度体现在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要求较高，行文

用词古雅，逻辑缜密，不熟悉的考生需要对此进行专题学习。

词意理解题沿用 2019 北京高考真题模式，考生需要在 8 个加点词中识别出不正确

的一组，排除难度较大，对实词、虚词的掌握要求更大。句意理解、文意理解、翻译

题均采用了传统考法，总体难度适中。问答题要求分别阐述柳宗元、石介对伊尹所作

评价的理由，要求考生充分理解两篇文章各自的主旨。

《论语》题保持了这两年出题的基本特点，给考生一定的选择空间，但需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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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翻译和分析，考查较为深入，考生应当重视对《论语》的精读。

（三）诗词鉴赏

诗词鉴赏选择清代词人曹贞吉的怀古词，但注释中并未直接给出作者介绍和写作

背景，需要考生回归词句本身进行理解。词中提到南朝宋朝的建立者刘裕，并且要求

和辛词中刘裕的形象进行对比，对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历史文化常识都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选择题设置两道理解分析题，对词句理解的考查细致深入，需要考生熟练掌

握分析方法，找到细节上的错误点。

默写题设置总体较为简单，考生应当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复习中注意查漏补缺。

（四）文学类文本阅读

文学类文本阅读选择的题材是北京高考真题、模拟题中常见的话题，考生应不陌

生。考生需要注意在散文众多信息点中排查识别出对问答题答题有价值的结论性语句

或者关键词。这要求考生对文化类散文的基本话题方向有了解，在考场上能够迅速抓

住作者的核心观点，按照题目要求和规范组织答案。这道题总体难度不大，如果感觉

有困难的考生，需要在下一阶段复习中加强各种常见话题散文的适应性训练，提高解

题效率和规范性。

《红楼梦》题目总体与今年各区模拟题保持一致，重点是从选定情节中分析主要

人物，考生应当注意在下一阶段复习中抓住重点，有的放矢。

（五）语言基础应用

语言基础应用考查了语言连贯和病句，与今年大多数模拟题保持一致，难度总体

不大。考生复习的重点是充分了解这类题目的出题类型和每种类型的答题方法，在考

场中迅速完成题目要求，为微写作和作文争取时间。

（六）微写作

微写作沿用今年经典的出题模式，有一道题目涉及名著阅读，其他两道题目涉及

当前热点事件，考生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选择。在选择前要充分读懂题目的全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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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评估自身是否能在有限的答题时间内完整好这一类型，切忌眼高手低。在名著阅

读题目中，要注意结合原著内容，不能太空洞，更不能出现与原著的冲突。

（七）作文

作文题目出得很好，既给了考生充分的发挥空间，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充分表达

出来，又对考生的精神境界、思维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考生需要注意在读懂题目全

部要求，尤其是记叙文的要求较详细，在考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类型。

议论文中，要体现出题目要求的两个部分：“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

每部分都需要充分展开论述，且需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议论文要求考生有严谨缜密的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平实自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论述中能够有明确的中心意识，

层次分明地展开自己的论述。

记叙文题目总体比较宽泛，考生要注意抓住题目中的要求，在故事的推进中体现

“分享幸福，分担苦难”两个部分，点出题目主旨“与子偕行”。记叙文需要考生有较

好的故事选材和记叙能力，且一般会提出使用多种表达方式的要求，准备在高考中选

择记叙文的同学需要在考前对此进行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