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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高考全国甲卷语文整体评析 

 

   一、立德树人：重视语文素养，凸显文化自信。 

今年的试题结构和往年一致，都十分重视语文素养的命题价值导向，从整体上看，

根据大纲的要求，新课标卷均分为四大板块，其中现代文阅读 36 分，古诗文阅读 34

分，语言文字运用 20 分，作文 60 分，所占分值比如下图所示: 

 

阅读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语文考试的重中之重，是对学生语言理解表达能力的

综合考查，无论是 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还是修订后 2017 年的课

程标准，阅读与鉴赏、表达和交流都是语文课程的核心内容。从阅读板块来讲，“回归

文本”四字箴言对学生而言越来越重要。近几年的命题角度更贴近于不同文本本身的

特性与内容，除了对语言基础的考查，阅读题目的设置更多地立足于学生对文本本身

的理解与分析，突出语文素养，以往的只着眼于问题题目的刻板“答题套路”将成为

过去。 

    本次全国甲卷从选材上看，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悠久。论述类文本选择

了美术中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站在历史的角度呈现出艺术品的流传与变化。实用

类文本用四则材料，呈现了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情况，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生活

现代文阅读
24%

古诗文阅读
23%

语言文字运用
13%

作文
40%

试卷板块分数分布

现代文阅读 古诗文阅读 语言文字运用 作文



新东方中小学全科教育&东方优播联合出品 

 2 

和国家发展深刻的思考。文学类文本节选自葛亮的中篇小说《书匠》，呈现了“修复古

籍”这样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弭的职业，体现的是在历史舞台下，匠人精神的传

承。节选自《宋史》的《王安中传》、王安石的《读史》，以及语言文字运用中关于殷

墟甲骨文的叙述，都充分展现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继承创新，凸显我国传统

文化的复兴与自信。本次作文继续采用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在命题立意上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紧扣时代热点，引导考生在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的大背景下，审视内

与外、合作与孤立、携手合作与共同发展等话题，进而深入的自我表达，充分发挥了

作文命题的积极导向功能。 

二、实践结合：体现语文学科特性，重视实践中的能力考查 

高考语文要求考查考生的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

种能力。从试题的考查维度和考点来看，反映了以上几点基本要求。识记主要是在古

诗文中名句名篇默写中完成的，涉及到《荀子·劝学》《醉翁亭记》《赤壁赋》等三篇

内容，继续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诗文句与题干匹配，这种考法引导学生对古诗

文进行理解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题目的调整，对于学

生的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能力的考查成为考试中的突出重点。几乎所有的阅读简答题，

都从以往的对单一考点的考查趋向综合，例如语言文字运用的段落化理解和语段的补

充与压缩，以及本次作文要求的演讲稿的写作等。这些考查，既检验了学生们对于各

种文体特征、语言风格的把握，又将阅读与写作和我们的日常文体应用紧密结合起来。 

三、稳中有新：选题观照生活，关注现实，推陈出新 

    今年甲卷的试题选题一方面突出了中国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强调关键能力，试卷考查了“思维发展提升”等核心素养，而对于社会生活

现实的关照，则更与时代接轨，诸如实用类文本中关于精准扶贫的内容，让我们看到

了总的指导方针，也看到了贵州和云南的精准扶贫工作进展。再如语言文字运用中关

于海南自贸区等热点话题的引入，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选材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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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逐渐紧密。这一点还体现在作文中，本次写作的实际应用导向，适应现实生活的需

要，逐渐摆脱应试“八股”，尤其还和时下最热点的疫情环境结合起来，这些变化都在

启发我们，高考内容既包括必备知识，还应该针对性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

和核心价值，高考也在逐渐向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