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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

紧贴时代培根铸魂 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评析

2020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 5套高考语文试

卷，包括全国Ⅰ卷、Ⅱ卷、Ⅲ卷，以及供山东使用的

新高考Ⅰ卷、供海南使用的新高考Ⅱ卷。2020年高

考语文命题把握时代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依托高考评价体系，对接课程标准，加强关键能

力考查，与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同向同行，助力高考

综合改革平稳实施。

1 培根铸魂，关注时代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紧扣时代脉搏，引导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培养奋斗精神、增长

知识见识。

1.1 贴近现实生活，厚植家国情怀

2020年高考语文命题将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

有机融入试题，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在 2020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全体中国人民既

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新高考Ⅰ卷作文“疫情中

的距离与联系”将这一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有机融

入试题：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果断采取防控措施，全国人民紧急行

动。人们居家隔离，取消出访和聚会；娱乐、体育场

所关闭；政务服务网上办理；学校开学有序推迟；公

共服务场所设置安全“一米线”。防疫拉开了人们

的距离。

城乡社区干部、志愿者站岗值守，防疫消杀，送

菜购药，缓解燃眉之急；医学专家实时在线，科学指

导，增强抗疫信心；快递员顶风冒雨，在城市乡村奔

波；司机夜以继日，保障物资运输；教师坚守岗位，

网上传道授业；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传递温情和

力量。抗疫密切了人们的联系。

请综合以上材料，以“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为

主题，写一篇文章。

试题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从特定视角提出写作

任务，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参与全民抗疫的切身体

验，思考在人民生命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中国所作

出的回答，从中发现中国的抗疫行动所显示出来的

制度优势、综合国力、文化底色，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责任担当、价值选择。试题

采取“两个层面、一个战场、两个方面”的结构方式：

“两个层面”指国家决策和全民抗疫，引导学生思考

中国是怎样凝聚起如此强大的抗疫力量；“一个战

场”指防疫战场，意在让学生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

朴素中发现崇高，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思想

境界；“两个方面”指以明确的写作任务“疫情中的

距离与联系”作为主题，引导学生理解特殊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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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矛盾现象，但其中体现的却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精神。

1.2 关注人类未来，拓展国际视野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从未显得如此真切，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发凸显其高瞻远瞩的

时代价值。全国Ⅱ卷作文题“携手世界，共创未来”：

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

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英国诗人约翰·多恩

说：“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

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同气连

枝，共盼春来。”……2020年春天，这些寄言印在国

际社会援助中国的物资上，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

的支持。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消失吧，黑

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这些话语印在中国

援助其他国家的物资上，寄托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

祝福。

“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

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

来”为主题的中文演讲。请完成一篇演讲稿。

试题材料将墨子的警句和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名

言并列，意在引导考生从思想的、文化的、历史的或

现实的层面切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主

题，接下来借抗疫中的感人场景，将学生带入全球

抗疫的进程之中，感受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温情与

力量，引导学生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

和迫切性，感受青年在危机情境中的责任与担当。

“演讲稿”写作任务的设置，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从相

互支持、团结合作入手，思考人类的危机应对之道，

进而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思考青年在危机情境下

的责任与担当，引导学生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

风采，发出中国声音。

1.3 发掘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精

神标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2020年高考语文命题充分发掘中华优秀文化资源，

巧妙融入试题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光照亮青

年心灵，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全国Ⅰ卷作文题

“历史人物评说”：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

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

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后来小

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

鲍叔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

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甘居其下，终成一代

霸业。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

秋五霸”之首。孔子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

说：“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

论。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

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试题材料有齐桓公、管仲、鲍叔君臣合作、共成霸业

的历史性陈述，有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为

考生立意行文提供了丰富多维的空间。齐桓公知

人善任、不计前嫌，管仲励精图治、勇于担当，鲍叔

举贤任能、甘居下位，这些体现在历史人物身上的

品质，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历史、品评人物、观照现

实、思考个人发展，而且能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文

化自信，实现个人品德修养的提高。

此外，论述类文本阅读全国Ⅰ卷的“家庭伦理

与‘孝’”、全国Ⅲ卷的“《古文观止》”、新高考Ⅰ卷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字运用全国Ⅱ卷的“殷

墟甲骨文”、全国Ⅲ卷的“中华文化”等，都从不同方

面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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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考查，突出语文关键能力

2020年高考语文命题聚焦学科关键能力考查，

试题以阅读理解、信息整理、应用写作、语言表达、

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 6项关键能力为突破点，探

索学科关键能力的考查途径。

2.1 取材多样，考查阅读素养

阅读是获取知识信息、提高认知的基本途径。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在考查阅读理解、信息整理能

力方面，重视对读什么、如何读的引导。以全国Ⅰ卷

的文学类文本阅读为例，材料节选自美国小说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越野滑雪》，

小说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而是对滑雪的精彩描述

和主人公细微的心理描写，试题由此出发，引入海明

威的“冰山”理论，要求学生说明小说的情节安排及

其效果。该题引导学生突破传统阅读惯性，与作品

对话，产生情感共鸣，不但考查学生阅读素养的积

淀，同时也鼓励学生谈出个人的阅读感受与思考。

在信息化时代，甄别信息、整理信息、评估信

息、利用信息成为重要的能力，高考语文试题主动

适应信息时代特点，加大对信息整理能力的考查，

如全国Ⅰ卷实用类文本阅读聚焦“新基建”，引导学

生从多个文本中获取这项政策的出台背景、基本内

涵、功能作用、发展前景和国际反响等相关信息，凸

显对信息整理能力的考查。

2.2 巧设情境，聚焦表达应用

文章写作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形式，高考语文试

题注重考查应用写作能力。应用写作着眼于现实

需要和任务驱动，提倡真情实感，注重问题解决，有

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利于发挥高考的引

导教学功能。应用写作的适用范围非常广，包括但

不等于应用文写作，凡是涉及个人、集体、社会生活

中所需要的书面交流与表达，都可以成为应用写作

的考查内容。以 2020年作文试题为例，既有过去常

见的应用性文体，如全国Ⅲ卷给高一新生写一封

“如何为自己画好像”的信，全国Ⅰ卷写一篇参加

“历史人物评说”主题班会的发言稿，全国Ⅱ卷写一

篇“携手世界，共创未来”的演讲稿；也有新的应用

写作形式，如新高考Ⅱ卷作文试题要求学生以《中

华地名》节目主持人身份，写一篇“带你走近 ”

的主持词，试题设置特定的作文材料，有具体的情

境任务，能够体现应用写作实用性、针对性的特点，

能够有效规避令人诟病的所谓“高考体”写作。

语言表达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必备的基本

能力，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重点考查语句补写、文

段压缩、语病辨析、成语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突出

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查。如新高考Ⅰ卷第 20题要求

考生比较“我把饼和粥都一扫而光，又心满，又意

足”与“我心满意足地把饼和粥都一扫而光”这两句

话的表达效果，引导学生从语言环境、语体风格、逻

辑重心等方面进行思考。这样的试题设计不仅能

考查学生的判断能力，还能引导中学教学，帮助学

生通过学习获得更好、更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

2.3 深入探究，提升思维品质

批判性思维属于高阶思维能力，要求学生在面

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运用已有知识进行审慎思考、分

析推理。辩证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思维领

域的鲜活表征，要求学生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

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加强对批判性思维和辩

证思维能力的考查，如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画

好像”，通过设置充分的思辨空间，考查学生的这2项
能力。学生写作该题：首先，需要对试题材料进行细

读辨析，挖掘其中内含的逻辑关系；其次，需要运用

辩证思维提炼其中的辩证关系；最后，促使学生批判

性地探究“画好像”中“好”的标准何在，使学生体会

到理论思辨与现实实践的辩证统一。全国Ⅱ卷第

15题，要求学生回答王安石的《读史》诗所阐述的道

理，这首诗虽由读史书引发，但提出的问题、阐明的

道理并未局限在历史领域，而是上升到如何读书、如

何汲取知识的方法论高度，与孔子的“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一脉

相承，意在引导学生对史书保持清醒理性的认识，

读书时必须保持批判精神，善于分辨，切忌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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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守正创新，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2020年新高考语文命题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支

撑，通过精心选择材料、设计题型、完善试卷结构、

加强教考衔接，将高中课程标准要求和语文命题紧

密结合，促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落地。

3.1 加强教考衔接，助力新时代育人方式改革

2020年新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试题与高中新课

程改革的协同性，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

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教育部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及课程标准等文

件精神，助力新时代育人方式改革。试题在材料选

取、设答方式、作答要求等方面，与高中语文教学高

度契合，试题情境注意联系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

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和

语言表达、应用写作等关键能力，达到以考促学的

目的。如前述新高考Ⅱ卷作文题，通过一个真实、

富有意义也是中学生感兴趣的活动情境——客串

主持人，带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写作任务，直接对

接 2017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当代文化参与”学习任

务群。为强调课程标准中的“语言积累、梳理与探

究”学习任务群，高考语文试卷中的语言文字运用

题与之对接，引导学生观察具体的语言现象，从中

发现问题并体会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在真实的语

言运用情境中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和语言表达、应

用写作等关键能力，从而使教考衔接，以考促教，以

考促学，实现教、学、考的有机统一。

3.2 坚定改革步伐，推动新高考平稳落地

教育部考试中心首次命制的新高考语文Ⅰ卷、

Ⅱ卷，坚持高考内容改革的正确方向，努力体现高考

综合改革精神，既考虑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使用老教

材的实际，又对标新高考适应性测试的试卷结构，保

证新老高考平稳对接，助力新高考平稳落地。首先，

试卷的结构布局更为均衡，将论述类、文学类、实用

类文本阅读调整为现代文阅读Ⅰ（信息类阅读）和现

代文阅读Ⅱ（文学类阅读），既涵盖中学教学的阅读

类型范式，又与现实生活中的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对

接，增强了阅读对象的丰富性，便于设计更为灵活的

问题情境。其次，题型上增加主观题的设置，现代文

阅读Ⅰ模块、文言文阅读模块、语言文字运用模块均

设置问答题，分别考查论证能力、文意理解、语言建

构与运用，这些以主观题形式呈现的新题型可以考

查学生的思维过程，能更好地体现语文学科关键能

力的考查。如新高考Ⅰ卷信息类阅读题“历史地理

学”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内容，给历史地理学下一个

简要定义”，学生需要准确解读材料，筛选整合其中

信息，同时需要明了定义要求。这类试题鼓励学生

发挥与创造，促进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

4 稳字当头，坚定考生作答信心

2020年高考语文命题坚持情理之中、意料之

“内”的原则，保持试卷结构稳定、难度稳定，使学生

能够以平静而积极的心态作答；坚持公平原则，把

考查重点放在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上，确保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平稳进行。

4.1 稳预期，符合学生对试题的期待

试卷结构稳定。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Ⅰ卷、

Ⅱ卷、Ⅲ卷结构与 2019年一致，试题模块依次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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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Ⅰ卷、Ⅱ卷试卷结构与新高考

适应性测试一致，试题模块依次为现代文阅读Ⅰ、

现代文阅读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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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语文

全国Ⅰ、Ⅱ、Ⅲ卷的考查内容依据 2003年版语文课

程标准，新高考Ⅰ、Ⅱ卷考查内容遵照《普通高中

2017级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适用于北京、海

南、山东、天津）的要求。以名篇名句默写试题为

例，全国Ⅰ卷考查的诗句出自《离骚》《琵琶行》《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国Ⅱ卷考查的诗句出自

《荀子·劝学》《醉翁亭记》《赤壁赋》，全国Ⅲ卷考查

的诗句出自《论语·述而》《观刈麦》《阿房宫赋》，均

为 2003年版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背诵篇目；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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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卷考查的诗句出自《论语·先进》《一剪梅（红藕香

残玉簟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新高考

Ⅱ卷考查的诗句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登岳阳

楼》《六国论》，均为《普通高中 2017级语文学科教学

指导意见》推荐的背诵篇目。

4.2 稳难度，利于学生正常发挥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从素材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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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学生发挥出应有水平。

精选学生熟悉的材料。一是在选取试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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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述类文

本阅读为例：全国Ⅰ卷的材料主题是“孝”的内涵形

成及历史演变，材料中提到的家庭伦理问题与每一

位学生都息息相关；全国Ⅲ卷的材料对《古文观止》

备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进行分析，《古文观止》为广大

学生所熟悉，其中有多篇选文是初高中教材必修篇

目。二是不回避热点话题。以写作试题为例，疫情

防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学生备考过程中关注

的热点，这些内容都被纳入高考作文题。三是日常

生活入题。以语言文字运用试题为例，语料话题分

别是有氧运动、噪音、食物消化、电子阅读、风筝等，

均取自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

试题平实，立意明显，指向清晰。以古代诗歌

阅读问答题为例，或问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

问诗歌所阐述的道理，均着眼于诗歌最突出的特

点、最基础的内容。

4.3 稳情绪，照顾学生的考场心情

语文试题的命制依托于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字

材料，而材料，特别是文学性材料的情感取向不可

避免地会对学生答题时的情绪产生一些影响。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材料选择，强调情感中正平

和、色彩明快清新，力图让学生感受到亲切友好、乐

观积极的情绪。以文学类文本阅读为例：全国Ⅰ卷

《越野滑雪》讲述的是普通年轻人对运动的热爱、对

生活的激情，全国Ⅱ卷《书匠》刻画的是普通匠人对

职业道德的坚守，全国Ⅲ卷《记忆里的光》探讨的是

普通劳动者对信仰的追求，新高考Ⅰ卷《建水记》呈

现的是普通市井生活中的诗意，新高考Ⅱ卷《大师》

表达的是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亲情。这些

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情感，对于广大青少年、特别

是刚刚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疫情防控的青少年

来说，既是亲切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再以古代诗

歌阅读为例，所选唐诗或表达对生病朋友美好的祝

福，或表达对即将分离的朋友的不舍，所选宋诗探

讨读书、学诗、育才的方式方法，均健康向上。

综上，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贴近时代、贴近学

生，关注学生的思想导向、情感熏陶、人格养成，试

卷结构和难度稳定，设计友好，总体实现命题高水

准、试题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Keep up with the Times, Bacon Casts Soul, Deepen Reforms, and Lead to S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est of 2020 Gaokao

Nation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est of 2020 Gaokao adheres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the
morality,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testing key ability of Chinese subject based on the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The
test items are close to the times and students, a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ideological guidance, emotional influence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And also, the items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reform, and help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Gaokao smoothly implemented.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tem writing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aokao Assessment Framework; examination content reform; te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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