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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一模语文考试整体评析

2020 年海淀一模语文考试已经结束，在试卷内容改革、2020 年高考延后的背景下，

本次海淀区的一模考试有何变化？针对变化具体应如何应对？北京新东方高中语文团

队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深度点评。

整体上看，全卷字数约 9,900 个字，远远高于 2019 年高考的近 8,100 字，这对同

学们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张试卷考查内容全面，既重视基础

知识，又对思维逻辑提出了较高要求，既有传统基础题型，又有创新开放题目，这些

都需要同学们充分调动语文学科知识、阅读积累和生活经历方可应对。

1、长文本阅读部分

本次海淀一模考试的长文本阅读部分，内容上选取了“雨燕”这一事物，并由此

延展讨论了北京雨燕的特点、鸟类迁徙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北京保护野生动物所做出的

努力。在题目上，依旧重点考查了学生阅读文本、梳理文本、提炼信息以及归纳概括

的能力。题型设置上保持传统风格，仍由客观选择题和主观问答题两大部分构成。其

中，主观题仍是学生在长文本阅读部分的丢分点。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的三则材料对应

了 5 道题目，其中的 2 道主观题分别需要结合前两则材料和全部三则材料，难度略有

上升，这就更需要同学们在锻炼细节信息筛选能力的同时，更加关注对三则材料结构

和逻辑的掌握，即“宏观整体理解，微观把握细节”，稳中求胜。

2、文言文阅读部分

本次海淀一模的文言文文本选自北宋文学家张耒的《庞安常墓志》，文章题材属于

人物传记类，兼有作者议论。在题目上，对文言文实词和虚词的考查延续了 2019 年高

考组合选项 8 选 2 的模式。另两道客观题继续沿用之前的考法，分别考查学生对具体

句子和整体文本的理解。主观题分值 10 分，其中整句翻译 4 分，概括 6 分。《论语》

部分占分 7 分，与 2019 年高考一致，考查同学们对“质”“文”的理解。同时，《论语》

部分也对文言断句进行了考查，要求同学们根据断句方式来理解句意，具有一定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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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整体上看，海淀区一模的文言文阅读考查面面俱到，字词句文、断句、翻译、

概括、开放题等都有涉及。

3、诗词鉴赏部分

古诗词鉴赏部分选取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作品《水龙吟·莲子》。综合诗

歌内容和注释，这首词的情感并不难把握。从题型上来看，仍是两道客观题与一道主

观题的组合，客观题考查学生对诗歌内容及“悬”字化无形为有形的手法分析，主观

题题干明确了“香草寄托忠贞”“神契《离骚》”答题方向，答案中需包括对“神契《离

骚》”的理解、“香草”的具体意象、情感等。

默写考查了 8 分，全部都是理解性默写，前 6 句要求学生对诗句主旨有了解，同

时出题人也给出了上下文的提示句，整体难度不高，涉及篇目包括《爱莲说》《归去来

兮辞》《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篇高考必背篇目。最后 2句为开放性命题，要求“借用

芳草”“表达愁情”，可联想到范仲淹的《苏幕遮》等，难度也不高。

《红楼梦》出在了默写之后，选择的是二十二回中的谜语“更香”，要求同学们开

放性地探讨宝钗、黛玉的命运，分值 5 分，这首谶语诗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建议同学

们复习《红楼梦》时，依旧要结合文本去理解人物形象，并重视不同人物的诗词歌赋

和人物形象的联系。

诗词鉴赏的重点其一在于理解，其二在于赏析，其三在于感悟。理解内容、感悟

情感、赏析语言、积累语感，依旧是同学们学习的方向。

4、散文阅读部分

散文部分选取了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作品《依赖一条邮路》，文字朴实简练，

意蕴深沉，内容上作者回顾了和朴实的代办员之间的几件“小事”。本次散文阅读的题

目仍是主观题与客观题并行，客观题考查词语理解与文本分析，主观题涉及了对人物

特点的归纳概括、对标题的理解等常见题型。同学们今后的学习重点是，在掌握答题

基本技巧的基础上，回归对于文本的理解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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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言基础运用

语言基础是今年考试改革后新加入的题型，本次海淀一模考查了同学们理解指代

对象、补充语句的能力，难度稍大。语言基础题目的加入，是回归基础、全面考查基

础能力的信号，因此同学们在复习其他模块时，也不可忽视对语言基础知识的复习及

梳理。

6、作文部分

本次考试微写作依旧采用了三选一的模式，分别考查了同学们名著类、应用类、

抒情类的微写作题目。第一题紧密联系名著，探讨对某一人物“悲剧美”的理解，需

要格外注意的是本题选择的 5本名著中没有出现传统的《老人与海》，而新出现了《巴

黎圣母院》，建议同学们也要对其进行阅读；第二题有一定创新，紧密联系时政，要求

写一则“微信”，劝说长辈接受“分餐”的倡议；第三题以“盼”为题写一首现代诗或

一段抒情文字，需注意题干明确给出的要求。可以看到命题老师对同学们身居小家，

心怀天下的期望。对于微写作的学习，建议同学们在平时的练习中选定一类自己擅长

的类型进行针对性训练，尤其注重对审题和布局结构的训练。

大作文依然沿用了往年高考的出题模式，在形式上采用二选一的方式，议论文、

记叙文任选其一进行写作。第一题为议论文题目，要求同学们以“文化互鉴”为题，

材料中给出了思考方向，“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发展”，题目切合当下“文

化”的热点，需要同学们充分挖掘材料，深入思考何为“文化互鉴”、“文化互鉴”的

意义、怎么去做“文化互鉴”等；第二题为记叙文题目，要求以“我也在现场”为题，

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与抗击疫情的热点紧密结合，作答时仍然需要注重深度、情感、

语言和布局技巧等，建议同学们以小见大，对“我”及“现场”进行深入挖掘，运用

多种表达方式，展现语言技巧。

综观整篇试卷，本次一模考试稳中求变，以传统重要题型为主，同时也进行了部

分题目的创新，要求学生关注社会与国家。在语文考试备考中，同学们务必注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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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关注社会变化，才能跟上考试改革的步伐，找到学习的正确方向。

最后，衷心希望所有同学在本次考试中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总结与梳理，发现学习

漏洞，尽快解决问题，努力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