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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诊断性测试语文试卷整体评析

2020年西城高三5月语文考试已经结束。在试卷内容改革和2020年高考延后的背景下，

本次西城区考试有何变化？针对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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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张试卷突出了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阅读能力，需要

同学们充分调动语文学科知识、阅读积累并结合生活经历方可应对。

1、长文本阅读部分

本次西城考试的长文本阅读部分，依旧保持三则材料、5个题目（4道单选题+1

道主观题）、18分的安排。材料围绕历史建筑展开，分别介绍了历史建筑的“原真性”、历史建筑的

“整体性保护”、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与地方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内容上突出了人文性，并具

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三则材料中心突出，结构清晰，题目设置也较典型。6分的主观题，依旧

需要通过结合三则材料的结构逻辑来作答。总体来说本次长文本难度不大，只需要按照长

文本的阅读方法和解题思路来作答即可。

在未来的复习中，同学们仍要继续锻炼细节信息及关键词的筛选能力，关注对三

则材料结构和逻辑的掌握，并控制好答题时间。

2、文言文阅读部分

本次西城测试的文言文属于议论类，取材自明代的《袁宏道文集》。作者的中心论

点是“文之真性灵”是“淡”，这也是“公安派”的基本观点。题目的安排较传统，4道单

选题分别考查文言文实词、虚词、句子理解和文意理解。主观题没有考查翻译和断句，而是

直接考查了对中心论点的概括和阐释。《论语》部分分值7分，与2019年高考及一模考试一

致，要求同学们概括“君子”的特点。

3、诗词鉴赏部分

古诗词鉴赏部分选取了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作品《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

守》。这是一篇登览怀古之作，上片写景，引起对六朝兴衰的感叹，下片追忆历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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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作者的惆怅苦闷。根据诗歌“六看”阅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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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题考查了

学生对诗歌内容的分析和对“借代”这一修辞手法的掌握，主观题题干考查了“闲愁”

这一情感，同学们结合原诗的具体词句分析即可，如“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

千斛”，“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等。

默写考查了8分，全部都是理解性默写。前6句要求学生对诗句内容有了解，同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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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醉翁亭记》《梦

游天姥吟留别》三篇高考必背篇目。最后2句为开放性命题，题目指出“青少年就应该有豪情

壮志”，可联想到诗句较多，难度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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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时，务必灵活运用诗歌

“六看”法，充分利用试卷上的所有信息。

4、散文阅读部分

散文部分选取了著名作家赵丰先生的新作《聆听鸟语》，文字清新朴实，段落较多，

属于典型的写人/景/物类的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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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题题型涉及概括归纳题和赏析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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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部分出在了散文模块，给出了薛宝钗劝诫林黛玉的情节，要求同学们

根据给出的信息，归纳宝钗的人物形象。

整体上看，散文及《红楼梦》的题目并不难，同学们在之后的复习中，应重点锤

炼语文核心能力中的概括归纳能力。

5、语言基础运用

语言基础运用题是今年考试改革后新加入的题型，本次西城测试依旧考查了语序

和修改病句。加入语言基础运用题是北京语文高考回归基础、全面考查基础能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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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因此同学们在复习其它模块时，也不可忽视对语言基础知识的复习与梳理。

6、作文部分

本次考试微写作依旧采用了三选一的模式，分别考查了描写类、抒情类、名著类

的微写作题目。第一题请同学们刻画收到复课消息时的反应；第二题自选“寄托情感” 的

物件，写一段抒情文字；第三题，要求结合名著，谈谈对“阅读名著也是一种增长人生阅

历的途径”的看法，题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出命题老师期望同学们能够更加关注

个人成长和周围环境。对于微写作的复习，建议同学们在平时的练习中选定一类自己擅长

的题型进行针对性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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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议论文、

记叙文任选其一进行写作。第一题为议论文题目，“ 的力量”属于半命题作

文，材料中给出了思考方向，写作内容属于典型的“三观”类考题，需要同学们对核

心概念进行解释和升华。整篇文章重头戏依旧在“怎么办”部分。对同学们来说，难

度最大的也是“怎么办”部分。在写作时，切忌“假大空”，要注意从自身角度写出切

实可行的方案。第二题为记叙文题目，要求以“甘苦”为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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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进行深入挖掘， 运

用多种表达方式，展现语言技巧。记叙文万万不要一上来就编故事。先要跟议论文一

样，想清楚自己要表达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故事。高考记叙文在本质上

和议论文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综观整篇试卷，本次考试稳中求变，以传统重要题型为主，同时也进行了部分题

目的创新，要求同学们关注社会和国家。在后续语文备考中，同学们应当努力做到开

阔思维，关注社会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跟上考试改革的步伐，找到学习的正确方向。

最后，衷心希望所有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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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尽快将之解决。在未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自己、为未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