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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全国丙卷语文整体评析 

2020年全国丙卷高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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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类型看，试卷结构与 2019年一致，考查模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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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与教学内容相符，试题整体难度

适中，较为平稳，且紧跟时代热点，考点和题型更多体现延续性。 

论述类文本内容考查《古文观止》相关解析，与去年传统表演艺术主题相延续，

都为传统文化方向，但选择不同的艺术形式；实用类文本将重大社会事件融入到高考

试题中，没有刻意回避社会热点。选取了抗击疫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通过对话的

形式真实再现了钟南山院士在抗击疫情时的心路历程，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

文学类文本选用蒋子龙的《记忆里的光》，该文以第一人称为视角讲述主人公童年到青

年对党的精神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当下爱国爱党的教育要求；文言文选用《晋书·王

彪之传》主要传递出传主王彪之虽出身名门望族但是敢于质疑、劝诫的精神；古诗选

用陆游的《苦笋》咏物诗想要借苦笋的形象和魏征的典故劝诫君主要珍惜、锻炼人才，

也体现出当下国家对青年的关注和期待。语言文字运用部分是全国卷新题型的“试验

田”，近两年模仿北京卷和山东卷的出题形式，采用语段综合考查的方式，以整段文本

带出题目，考查学生理解运用能力。作文试题考查多材料有机结合的任务驱动型作文，

加强了对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通过设置充分的思辨空间，思考"如何看

待、认识、评价自己"，由浅入深考查学生对这两项能力的综合运用。简单来说就是，

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正确、全面、客观地认知自我，学会自我评价，这是一个青年走向

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常规内容梳理： 

论述类文本阅读：三道选择题从不同的逻辑、思维角度考查，较往年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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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类文本阅读：今年全国丙卷考查了单则对话式材料的文本阅读，材料呈现形

式较往年有所不同，题目仍为两道选择三道主观题，选择题难度一般。2020年高考全

国新课标丙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选文为今年的大热点话题，将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

有机融入试题，没有刻意回避热点话题。本文选取了抗击疫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通过对话形式真实再现了钟南山院士在抗击疫情时的心路历程，感受当中所蕴含的时

代精神，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深入的思考作为当代新青

年的责任担当，试题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时代主题进行考察。 

文学类文本阅读：202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丙卷“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延续了往

年对小说文本的考查，选文为当代作家蒋子龙的小说《记忆里的光》。小说探讨的是普

通劳动者对信仰的追求，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在表现手法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散文化特

色，以回忆的视角去看人生中经历的点滴，以镰刀锤头为全文线索，用烙印在血脉中

的文化符号贯通全文，以精神照亮人生，引导人生。 

文言文阅读：202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丙卷“文言文阅读”题选文取材于《晋书·王

彪之传》，文本讲述了王彪之的生平经历及品质。选文体现了全国卷的一贯特点：一是

选文出自“二十四史”，二是传主为忠臣良将、清官廉吏。王彪之清廉正直、敢于谏言，

其不在乎名声地位，一心只为朝廷办实事的优秀品质值得考生学习。同时王彪之也是

实干型人物的代表，在清谈浮夸的魏晋之时算是一个异类，是我们当下所呼吁的实干

精神在高考中的具体体现。所设 3个选择题，仍是断句、文化常识和文意理解，难度

适中，没有脱离高中语文教学内容。翻译题仍是文中的两句话，难度不大。同时魏晋

南北朝史传五年六考，值得考生注意。 

古诗词阅读：202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丙卷“古代诗歌阅读”题选用了陆游的《苦

笋》，稍微有些冷僻，但只要准确抓取到“笋”、“竹”、“魏征”等关键信息，还是不难

理解的。从题材来看，这是典型的咏物言志诗。诗人以“苦笋”为核心来象征人才的

特点，并以魏征为例子加以论证，劝诫朝廷应多给人才锻炼的机会，不能因为他们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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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性格、有瑕疵的言语就对他们弃之不用。 

这首诗与当下中国的深入改革遥相呼应，参与改革的人才必须经历磨砺和锻炼，

从实践中出发，增强自身的业务素养，培养坚韧不拔的品质。第 15题要求考生分析苦

笋和魏征的相似之处，除了要求考生分析诗歌的能力外也要求学生对于著名历史人物

有所了解，难度不大。 

二、稳字当头，把控难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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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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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紧密贴合立德树人的核心，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阅读理解不同类型文本： 

论述类文本、现代小说、多文本科技类阅读、古诗文阅读，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

阅读能力要求，论述类侧重逻辑、小说侧重理解和创作手法鉴赏、多文本考查信息的

筛选和整合、古诗文重视基础，重视知识点与课本结合紧密，同学们平时学习过程中

一定注意阅读能力培养。 

四、作文出题形式有新意，但本质未变： 

202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丙卷继续采用任务驱动型新材料作文，通过围绕“自画像”

展开的一段哲理材料，引导考生在当下信息爆炸、短视频泛滥的大背景下，审视正在

经历人生转折中的自己，进而充分进行自我表达。 

任务部分，考生务必要关注题目的具体指令：“给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写一封信”，

除了聚焦审视与表达的主体“你”，以唤醒考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还要以过来人

的身份和同样正在经历人生转折的“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分享感悟与思考，要写出

情境感、交际感、对话感。 

作文材料部分由两句话组成，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句话讲人用眼睛看他人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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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看不到完整的自己。第二句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人需要寻找“镜子”，不断绘制“自

画像”来自我审视；二是人需要自我审视哪些问题。 

综合材料部分来看，整篇作文是讲我们如何通过“自画像”“画好像”的自我审视

来处理好内与外、心与物的关系；如何通过不断“自画像”“画好像”的自我审视来了

解自己、修正自己、成长自己、完整自己；如何通过“自画像”“画好像”的自我审视

来展望在经历人生转折之后未来生活的方向与意义。 

     我们发现材料中所给出的逻辑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

先提出“我们用眼看他人看世界，却无法看到完整的自己”这一问题，紧接着给出相

应的办法“需要我们寻找各种镜子，不断的绘制自画像来审视自我”以此来解决“我

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我能做些什么、如何生活的更有意义”的问题。 

这篇作文的主题是“如何为自己画好像”，很明显中心论点或者中心思想是一些可行性

的、可操作性的审视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找到能够照清楚自己的“镜子”，通过不断绘

制“自画像”来自我审视以及审视自我的哪些问题。这个镜子一定是能反射出自我的

一个“媒介“，那么镜子可以是什么呢？ 

     其实生活当中的“镜子”可以是接受他人的批评或赞美，可以是在失败中不断的

进行自我总结，也可以是在成功的喜悦中整理自己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同学把审视自己很自然的理解成“审视自己的缺   

点、不足等”，而在材料中的自我审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所以我们在行文时切忌

过于片面，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对自己过分不认可、自卑，那么他们在进行自我审视时

则更多的需要发现自己的“美和优点”，当然也有很多人是过于自负，这一类人在进行

自我审视时则更应该客观实事求是的认知自我。 

     我们可把文章分成 4部分来写，首先在第一段可以谈一谈你对材料的看法，说明

人们审视自己的重要性，再引出“既然审视自己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样的问题，然后再说明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审视方法，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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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己，角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谈自卑的人，一类来谈自负的人，最后

再总结成文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