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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下，继2019年高考语文试题全面推进

“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
的命题理念，形成新高考“破局”之势后，
2020年高考语文试题全面对标了“一核四层
四翼”的评价体系，诠释了抗疫新形势、发展
新需要之下新高考“发力”之年的丰厚内涵。

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Ⅱ的命题，在考
查导向上，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
教学的核心立场；考查内容上，突出了必备知
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的考查目
标；考查形式上，强调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和创新性的考查思路；考查范围上，落实了
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
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学科核心素养。

同时，在适应新时代对高考内容改革提
出新要求、新挑战的“后《考试大纲》时代”，
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Ⅱ也承受了“三新三
旧”即新旧高考交叠、新旧课程、新旧教材更
替带来的影响。

据此，下面对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Ⅱ
作出简要评析，并提出语文学习的有关建议。

一、试题分析
结合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Ⅱ试题命

制呈现的整体意蕴，试卷的“命题特点”可以
简要概括为以下5个主要方面。

1. 把“稳”放在首位。今年高考语文全
国卷Ⅱ的命题，非常客观和人性化地考虑到
了“新冠疫情防控”给今年高考考生复习带来
的影响，以“稳”字当头，稳预期、稳难度、稳情
绪、稳选拔，通过实施科学、稳健的对策，与
2019年全国卷Ⅱ命题相比，保持了试卷结
构、题型、题量以及考试难度的相对稳定。

(1)试卷稳预期。符合学生对试卷结构、
题型、题量以及考试难度能够相对稳定的期
待。尤其是全国卷Ⅱ的考查内容不仅与教学
内容相符，其依据的还是前一版语文课程标
准。比如，“名篇名句默写”的考查内容，还是
前一版课程标准中要求的“文言诗文背诵推
荐篇目64篇段”。

(2)试题稳难度。试题从文本选择、试题

设计等方面综合把控难度，使之与学生总体
作答能力水平相当，利于学生正常发挥出应
有的语文能力和水平。具体难度，需要依靠
阅卷结束后难度值数据判断。

(3)答题稳情绪。为照顾学生的考场答
题情绪，选择的阅读文本强调情感中正平和，
力求避免狭仄跌宕；内容色彩明快清丽，力求
避免浊重晦涩。对学生来说，文本选择总体
上亲切友好，利于激发其积极情绪。

(4)总体稳选拔。在前三个“稳”的基础
上，高考选拔性功能得以从积极的角度消解
了“新冠疫情防控”带来的影响，从而使考试
的信度和效度得到有效的保证，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实现了适宜的区分度，最终会稳健
完成高考“服务选才”的基本任务。

2. 命题理念显性加固。由知识立意和
能力立意，增量切换为“价值引领、素养导向、
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立意；彰显了立德树
人是新时代高考甄选功能的核心标准，正能
量导向明确而坚定。标志性的体现就是将重
大的社会生活事件有机融入试题，一是借以
厚植家国情怀，二是拓展国际视野，三是增强
文化自信。

比如，全国卷Ⅱ的作文题。以“携手世
界，共创未来”的观点核心，从“青年代表”角
色担当的角度，以“中国青年代表”的思考，引
导考生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互相支持、团
结合作入手，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
及其价值，思考全人类共同应对危机之道，进
而思考人类共同发展的未来，深入体味“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胸怀和智慧、前瞻性与科
学性。

3. 情境载体多元多层。即情境与情境
活动的创设多元、多层。在育人功能“富有时
代感”的宏大情境中，实现了生活实践、学习
探索两类情境对试卷中所有试题的覆盖，实
现了基于情境与情境活动命题的要求；在对
内容即“四层”的考查上，通过创设与简单或
复杂情境相应的、不同类别或层级的具体情
境活动，考查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水平。

比如，语言文字运用题中语料的话题为
“殷墟甲骨文”，取自学生相对熟悉的学习探
索情境中的较简单情境，而其情境活动也相
对简单。

再比如，作文题创设了“演讲”的生活实
践方面的情境与相应的复杂情境活动，要求
借以表达和示范中国青年在危机情境下的责
任与担当，要求考生借助相应的复杂情境活
动，展现出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采、胸怀气
概，发出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影响世界的声音。

4. 突出语文关键能力。无论在文本选
材上，在基于选材的情境创设上，还是在素质
导向方面，试题都强化了对信息筛选、逻辑思
辨、审美鉴赏、探究创新、表达应用等语文关
键能力的考查。

需要强调的是，试题对“语文关键能力”
的考查，可视性地融入了2019年版《考试大
纲》（理科）中六个能力层级的属性。——因

为吉林省高考仍处在“后《考试大纲》时代”，
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Ⅱ也不可避免地受
到了“三新三旧”，即“新旧高考交叠、新旧课
程和新旧教材更替”带来的影响。

比如：全国卷Ⅱ论述类文本阅读题的三
个小题，考查了《高考评价体系》（《中国高考
评价体系》的简称，下同）中有关“锁定关键信
息，感知和解析逻辑关系，获取论点、论据、掌
握论证过程，辨识观点态度与推断”所承载的
关键能力。

但也不难从《考试大纲》的角度看出，这
三个小题考查了“B”和“C”即“理解”和“分析
与综合”的两个层级的能力，以及“理解文中
重要概念的含义”，“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
意”，“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
构、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论
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
的观点态度”等共六个考试要点。

5. 推进课程改革步伐。一是，继续弱化
以《考试大纲》为依据的命题指向和相应功
能，继续消解“后考试大纲时代”命题观念的
惯性，积极接轨面向未来高考命题“依据高中
课程标准，参考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二是，
增强以现有命题理念带动《高考评价体系》落
地的实效性，增强新课程改革渐进的力度和
协同性。

比如，全国卷Ⅱ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的小
说《书匠》，刻画的是普通人坚守职业道德的
美好情怀，可以令考生充分感受到：一个卖旧
书的普通“书匠”、已退休的语文教师，其民族
文化修养之坚、信守理想之诚、育人真情之
切；故事所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渐染
下，普通人的人格之美和人性之美。通过赏
析这样的人物形象，能鲜明地表达文化自信
的立场，对接的则是课程标准中“当代文化参
与”的学习任务群。

再如，语言文字运用题，对接了“语言积
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引导考生观察
具体语言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并体会语言文
字运用规律，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考查
了必备知识、语言表达和应用。

二、学习建议
结合以上“试卷简要评析”，对新高二、

新高三的同学分别提出以下语文学习建议。
（一)对新高二同学语文学习的建议

1. 高二学年，是一个需要完成必修与选
修课程衔接、学科结业考试和高考复习衔接
的重要学年。所以，有必要让自己营造和保
持一种“准高三”的“先手心态”。就是要明
白，《高考评价体系》的功能、内容和要求，已
经全面覆盖和指导了去年和今年高考全国
卷Ⅱ的语文命题。作为新高二的学生，已经
有必要主动接触或在老师的指导下，了解
《高考评价体系》的基本情况。尤其要知道
这个“评价体系”首先是一种全新和全息的
评价理念，它要求对学生思维的考查远多于
和大于对知识的考查，而且这样的考查是以
贴近生活的方式，以科学性的原则直接瞄准

和考查学生综合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情况。

2. 不能不说的是“要努力”。这是老生
常谈，但老生常谈的往往是真理。逻辑意义
上默认的“努力”，会具有一些前提或特点。
比如：(1)努力必然是与认真的“合体”；(2)要
有规划；(3)让自己在有“现代性思想和国际
化视野”即当代高中生的标配下努力；(4)只
要还在努力，就要摈除“伪问题”、“伪状态”；
(5)运用某些科学规律去努力；(6)要确认“努
力”的逻辑终点应该是结果，而非努力本身；
(7)除了规划力和执行力，努力基本等于自控
力——约束自己做好该做的事。

3. 学习过程中，要听、说、读、写结合。
结合语言类学科“习得性”特点，从自己语
文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出发，有密度、有节
奏、有效果地运用听、说、读、写的基本学习
方法，准确积累语文基础知识，逐步提高语
文基本能力。尤其需要：以多读书去采集
观点、提纯情怀，开阔视野、驰骋想象，积聚
启发、萃取素材；以多写作去思考世务、关
注时要，优化语感、感知语理，规范表达、沉
稳习惯。

4. 特别需要说一句：高二不是高三，但
没有一个像极了高三的高二，不会有一场充
满惊喜的高三。
（二）对新高三同学语文学习的建议

1. 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了解《高考
评价体系》的基本情况。同时，还要适当关
注上届高三复习时用到的教育部考试中心
推出的2020年版《高考试题分析（语文分
册）》。

2. 继续坚决保持对国家发展理念的价
值认同，这是异常重要的一点。高考功能

“立德树人”的核心地位不容撼动，它是高考
“为什么存在”的逻辑起点。

3. 务必知道必备知识的内涵：语言学、
文章学、写作学、修辞学等语文本体性知识，
有语言文字知识、文学审美知识、中外文化
常识三个方面，包括词汇、语法、文化常识、
标点符号用法、各种文体及相关的修辞、表
现手法、论证手法等。

4. 需要复习的内容与可用的时间要配
平。算好时间账，对经确认的重点复习内容
要相应设置个性化的复习时长，并使复习时
间投入和产出的“性价比”保持合理。

5. 查缺与补漏须细密，清障与攻坚求成
效；务求消灭复习中的误区、盲区和死角。

6. 想方设法留住每个“1分”！从正当的
角度讲，越能想方设法，留在手里的“1分”就
越多。

7. 不能期待自己会在考场上“超常发
挥”，那些所谓“超常发挥”往往是个“发挥超
常”的玩笑。

如对以上建议有所选用，需要首先坚守
常规学习或复习的实效，如此，所采纳的建
议才可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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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旭老师介绍，今年的高考历史全国
Ⅱ卷试题总体难度不大，充分体现了特殊环
境下高考历史命题中人文关怀的一面。试
题大体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侧重基础知识考查，体现历史学科
注重知识积累与运用的特点，如28题1894-
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行业分布、29题中国

共产党告全党党员书、30题1937年陕甘宁
边区民主普选、33题15世纪中叶西尔维乌
斯《论自由教育》、45题王安石变法等，都围
绕基础知识记忆、理解与运用展开，尤其在
选择题中，强调考查考生对时间及其连带着
的史实的掌握情况。

二是侧重材料信息提取与概括能力的
考查，如24题秦汉角抵表演、26题宋代科
举、27题明代官营手工业、41（1）清代治理
永定河的措施及其效果、41（2）新中国成立
后治理海河的特点、47（1）竺可桢对中国科
学发展的贡献、47（2）竺可桢取得成就的原
因等，都强调考查考生材料信息提取与概括
的能力，要求考生具备较强的文本处理与归
纳概括能力。

三是在强调考查基础知识与材料信息
提取能力的同时，42题侧重考查考生抽象思

维、语言组织与表述能力的意
图十分明显，区分度也较为突
出，42题要求从欧盟结构的三
大支柱中各选取一点，找到三
者的联系点，并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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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民老师介绍，全国Ⅱ卷理综化学试
题，题型稳定，注重主干知识基础，突出考查
理解信息、提取有用信息解决问题的关键能
力；试题背景知识更加贴近生活、生产、科
研、实验探究等，面对新课程改革有积极导
向作用。

试题融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具有
时代性，发挥了化学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
如26题的含氯消毒剂的制备、反应及性质
背景，考查元素化学知识，普及公共卫生化
学知识，展现化学科学的社会功能。如35
题以我国科学家研发的超强耐久性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引入铕盐克服原有材料缺点，
考查核外电子排布、杂化轨道类型、微粒间

作用力、晶胞原子位置以及密度计算等。
信息整理等关键能力考查，体现高考内

容改革要求。如10题中的“吡啶是类似于
苯的芳香化合物”、“2-乙烯基吡啶是合成
治疗矽肺病药物的重要原料”等信息，学生
需要掌握其结构特征以及性质变化，才能进
一步回答选项中的同分异构、原子共面、消
去反应等问题。注重考查学科主干知识，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如35题不仅考查物质结
构内容，还考查属于反应原理的铕催化的反
应机理，将选修3和选修4进行综合考查。
试题难度做了适当调控，聚焦教学实际。

多点考查计算问题，也许令许多考生感
觉到难度了，这也提醒我们备考过程不能忽
视的化学科学的全面性特征。本套全国Ⅱ
卷理综化学试题出现了多个新名词，如“电
致变色器”“酸酐”“歧化反应”“耦合转化”
等，需要结合提给信息和已有知识基础进行
理解才能作答，这也可能增加阅读理解的难
度。总之，2020年高考全国Ⅱ卷理综化学
试题比2019年有些微变化，对于阅读理解
能力较强的同学，难度不大，否则难度会有
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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