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志善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A03 ［焦点］

2020年长春市中考语文试题评析

2020年长春市中考英语试题整体
平稳, 难易适中。命题在“稳中求变，
变中求新”的工作思路下，围绕立德树
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目标，
推进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学生综合语言
运用能力的考查。试题内容涵盖了初
中阶段英语学科的基础知识，注重学用
结合,语言素材涉及面广，贴近学生生
活，将知识能力考查与情感价值观教育
有机融合，有效考查学生英语学科素
养，体现了初中英语课程标准与中考说
明的理念与要求，对今后的英语教学有
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重视学科素养，提升考查功能，培
养思维品质

试题突出思辨、交际和学习的学科
素养导向，通过设置和选择与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语境、语篇，将思

维品质培养与语言能力考查有机地结
合起来。试题体现了对考生发展核心
素养中语言能力、学习素养、主动探究、
人际交往、沟通与交流、尊重与包容、情
感情绪、人文素养等方面的综合考查。
其中，阅读部分涵盖了语境理解、归纳
推理、细节辨析、语义猜测、主旨提炼等
阅读策略，并以完形填空、选择题、判断
题、补全短文和回答问题五种形式考查
学生思维品质。

传承文化基因，彰显文化自信，厚
植爱国情怀

试题凸显学科特色，渗透文化品
格，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综合素
养。例如，交际运用创设了向外国朋
友介绍“中国皮影戏”的情境，传播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意料之外，情理
之间”的大作文立意、形式新颖，以

“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Flag
Raising Ceremony”为题，用英语写一
篇国旗下的发言稿。一幅升国旗的图
片，带入感极强，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活
动，半开放的情境，夹叙夹议的要求，既
让学生有话可说，又可以从立意、素材、
表达等维度，有效地考查不同水平学生
的写作能力。作为初中毕业生的“最后
一堂德育课”，试题起到了爱国主义教
育的作用。

立足全面发展，落实五育并举，凸
显教育本质

试题回归教材，贴近生活，关注社
会，强调语用，注重创新，具有鲜明的时
代性和思想性，注重对学生思想、道德、
情操的考查，体现跨学科、跨文化意识，
具有较好的教育性功能。试题命制坚
持立德树人，育人为本，考生答题的过

程就是一次潜移默化接受人文熏陶的
过程。例如，完形填空讲述了一个为陌
生人免费理发的故事。故事传递了劳
动价值和关爱他人的价值取向。阅读
B篇讲述了两个骑行者克服困难、实现
跨美洲大陆旅游的梦想，渗透了“逐梦”
的育人导向。阅读C篇试题紧密联系
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成长需求，体现对青
少年青春期心理、生理的关注与疏导。
阅读D篇引导学生学会循环再利用，践
行与环境友好，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活理
念。学生在阅读文章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领会人生哲理，逐步形成和提升适应
终身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转变教学方式，强调学习策略，促
进初高衔接

试题突出了语篇功能和综合运用
能力。例如，单项选择14题选自词典
例句，引导学生利用工具书学习。小作
文“线上英语艺术节作品征集海报”贴
近学生生活实际，既反映当代学生的校
园文化生活，也纪念2020年这一特殊

年份，同时为落实新一轮中考改革开启
了帷幕，推进教与学方式的改变，拓展
学生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阅读E
篇介绍了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家阿基米
德利用浮力原理解决生活问题的故事，
引导学生运用跨学科学习策略，提高跨
学科学习能力。第54题考查学生用英
语解释英语的能力，培养英语思维能
力。阅读D篇与高中“七选五”题型接
近，体现初高中衔接，考查学生在深入
理解语篇结构基础上的逻辑思维能力。

总之，2020年长春市中考英语试
题突出了语篇功能和综合运用能力。
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实
际切实搞好语篇教学，有意识、有计划
地增加英语阅读量，题材、体裁要尽量
多样化，使学生熟悉不同题材、不同体
裁文章的做题思路，提高阅读速度和驾
驭语篇的能力。同时要对学生加强规
范训练和策略指导，夯实基础，引导学
生梳理知识，理清基本概念，掌握语法
规则、习惯用语，形成知识网络，从而逐
步形成灵活运用英语知识的能力。

2020年长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
平考试道德与法治试题以中考评价体
系为依托，立足于学科特点，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思想品德课
程标准》为依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坚持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体现本学科的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
和综合性。

方寸试卷彰显家国情怀
试卷立足于初中课标道德、心理健

康、法律、国情四个方面的认知要求，横
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全方位命题，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多方面选材，在阅卷、审题、作
答的各个环节渗透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爱家乡、爱生命、爱未来的家国情
怀。

1.紧扣时代主题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一
年。第20题以此为主题，结合国家政
治领域的重要大事——疫情严峻挑战

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
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
设计了“远谋见初心”“决胜看今朝”“复
兴向未来”三个专栏，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展现了“扬帆新时代，逐梦向未来”这
一活动主题，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到分析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原
因，再到中国展现给世界的国际形象层
层设问，落脚点为“青少年如何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第19题“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完美
收官”，第10题“中国积极参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第15题“中国良渚古
城申遗成功”，这些材料的选择和内容
的设计，让学生在通过阅读分析材料并
作答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感受到祖国的力量，为
祖国而骄傲，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
强国志和报国行。

2.彰显地域特色
第18题选取长春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成功举措，通过学生熟悉和较容易

理解的全民健身、创建“温馨村小”、创
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话题，
了解家乡变化，带给学生为家乡而自豪
的情感体验；第13题选取家乡人物柳
克祥医生留学归来奉献祖国人民的事
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情
感。

3.坚持价值引领
第16题通过学校对学生实施保护

这一真实情境，探讨“生命安全无小事”，
然后思考具体做法，传递了珍爱生命的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第6题“习近平
总书记给大学生的回信”，第7题“小区
文明建设”，第9题“政府服务人民”引导
学生热爱生活，为精彩人生而奋斗。

专业导向引领学科思维
试卷内容采取思维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等方式呈现，帮助学生强化政治
认同、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增强社会
理解和参与能力。用高水平的情境化
试题、综合性探究活动、开放性设问考
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深挖
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考查学生整合

知识的能力。
选取最新国家大事及相关热点时

政新闻，创设真实新颖的情境、立意和
设问，注重贴近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发展
实际，关注城乡差异，追求选材的公平，
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体现试题的教育
功能。

1.简单设问蕴含深度思考
在注重材料表现形式的生动性和

多样性，努力给考生创造轻松的答题氛
围的前提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探究能
力，通过问题的思维含量培养高阶思
维，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第8题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

“两院”工作报告这一内容分析国家权
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深入理解民
主集中制；第9题通过“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设立的目的深刻理解政府
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对材料的深入挖
掘和对知识的多角度理解，对未来课堂
教学起到了有效引领和指导。

2.注重初高中有效衔接
第14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今年全国高考思政
试题的选材内容之一。民法典是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典范，让学
生了解我国法律体系的变化和发展，对

“良法之治”有更直观的认知，对我国的
法治建设充满信心，也是在全方位彰显
民主政治的显著优势。对于同一内容
的不同深度、多角度地挖掘，充分体现
了初高中的有效衔接，提升能力素养。

思政课堂注重核心素养落地
道德与法治中考试卷作为学生们

初中阶段的最后一节思政课，引导学生
用历史的眼光、国情的眼光、辩证的眼
光、文化的眼光和国际的眼光，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在人生成长
的道路上把握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紧密结合社
会实践，有利于构建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利
于促进基础教育阶段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全面验收初中毕业
生学业水平，为高级中学招生提供科学
依据；积极引导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推进中小学课程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全面
落实，关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养成，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
发展实际，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
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思品学科核心
素养，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得
以落实。

2020年中考语文命题坚持立德树
人，引导学生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攻坚克难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倡导品德修养，引
导经典阅读，涵养民族精神，试卷从“命
题立意、材料选择、表现形式、学科素
养”等方面在平稳中有所创新，充分彰
显了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和学科特色。

传承——守正创新稳中求新
文以载道，薪火相传。2020年中

考语文学科在命题思路上仍然十分重
视语言文字独特的人文价值导向，重视
语文课程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
的影响，开篇即以《谢谢了，我的家》中
关于“家风”的精辟论述引导考生感受
家风的厚重和传承的价值。命题作文
《我家的中国味儿》，将“家”和“国”嵌入
到题目中，把家和国联系起来，将深厚
的家国情怀巧妙地融入到试题中，以家
庭为场景为载体，让学生立足家庭思考

中国文化、中国符号、中国基因，范畴源
于生活，立意又高于生活，可以让学生
充分展示各自不同的文化视野，抒发各
自特有的家国情怀认知，很好地引导学
生形成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文化自
觉。

继往开来，一脉相承。命题思路继
续传承稳中求变这一原则，依然遵循语
文学科课程标准，精准落实基础性、综
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考查要求，凸显
语文学科的应用导向这一指导思想，试
卷结构简约，内容具备合理的覆盖面，
题型简洁明了，比例配置恰当，突出试
题命制的情境设计，试题力求将对语文
必备知识的考查，以运用的方式融入在
试卷中，保证了学生水平的正常发挥。

开放——考查灵活活学活用
源头活水，开放有度。试题注重落

实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考查，命题注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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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
维度考查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
了落实这一考查要求，命题适度增加了
开放性试题的比例和数量。试题设计
力求在真实的情境中，给学生提供个性
化解读的可能，注意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如课内文言文《爱莲说》“给
出了另一种标点方式，请说明这样标点
的合理性。”意在倡导对文学作品合理、
多元、个性的解读。名著阅读“请你以
下面名著中的一部为例，结合名著内容
向同学介绍你是怎样运用读书方法
的”，给予学生非常开阔的思考空间和
自主性。

融点入境，系统评价。为凸显语文
学科的应用导向，营造语言运用环境，
在试题命制中，注重创设真实的语言应
用情景，通过不同题型，聚焦语言的建
构与运用。将涉及到的字、词、句、段、
篇的掌握、理解等内容融入到相应语段

和问题中，转换设问方式，增强题干表
述的灵活性，在赋分时，采用分层评价
的方式，保证了精准测量，变孤立考点
为系统评价，体现了对语文核心素养的
综合考查。

发展——关注思维注重引导
博观约考，深思善读。阅读总分

值45分，恰当凸显了语文课程标准中
关于阅读的评价要求，注重整体的阅
读和理解，在不肢解文章的前提下着
重考查文意把握、要点概括、内容探
究、作品感受等能力，综合考察学生在
阅读中的感受、体验、理解和价值取
向。在课内文言文《爱莲说》、课外文
言文《精骑集》序、现代文阅读一《最早
的桥》、现代文阅读二《理想的风筝》、
名著阅读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节选）、名著阅读二《红星照耀中国》
（节选）选文的命题中均有鲜明的体
现。试题在设问角度、设问形式、考查
内容等方面侧重考查考生的思考力，
增加思维含量题的考查，意在发展学
生思维，提升思维品质，进行高阶思维
品质的培养。如课外文言文秦观的《<
精骑集>序》“你从这篇序言中获得哪

些启示？”试题扩大作答思考的范围，
拓展思维的宽度，挖掘思维的深度，增
强问题探究性，注重思维的过程评价，
促进学生深层的思考。

厚教薄发，细引善导。本套试题充
分体现了对教学的导向作用，既有教法
指导又有学法引导。引导教师培养学
生养成利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的习惯；引
导教师注意读写结合，通过阅读中布局
谋篇的认知，指导学生写作。引导学生
在生活实践中学习语言运用，提高语言
应用能力，如名著阅读题“以《西游记》
《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
结合名著内容向同学介绍你是怎样运
用跳读、摘抄、做笔记、圈点批注中一种
阅读方法的。”指导学生读书，引导学生
真阅读、深阅读。

2020年中考语文试题科学、系统、
全面地考查出学生根植于心灵深处的
语文素养。同时给予学生优秀传统文
化的熏陶感染，有利于培养高尚的审美
情趣，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
人文修养，为引导学生终身学习和全面
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充分
发挥了育人和评价的功能。

2020年长春市初中毕业学业水平
考试历史试题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彰显历史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重
点考查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核心价
值。检测学生学业水平兼顾高中选拔，
有利于引导初中教学，体现科学合理的
评价导向。

以史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

试题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切
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全面
彰显考试的育人功能。例如第22题，

以“民生”为切入点，从古籍《尚书》中探
寻“民本”思想的历史起源，结合汉唐统
治者的爱民措施和秦隋统治者的劳民
暴政，引导学生理解人民与政权的关
系。以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对待农民
需求的不同，引导学生得出“民心向背
是战争胜负的关键”的历史结论。以新
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以
及原因的探究，感受到国家制度的优越
性、道路选择的正确性。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引导学生
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培养学生的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

深化改革，聚焦关键能力考查与培
养

试题依托主干知识，关注家乡历

史，着重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例如第
11题，在关于遵义会议的表述中，考查
学生辨析历史叙述中史实与解释的能
力。第12题，以伪满洲国遗留的历史
建筑作为史料素材，考查学生辨识不同
史料类型的能力。第21题，通过对中
外历史上的重要改革进行对比，考查学
生运用唯物史观认识、甄别历史问题
的能力。第22题，更是体现了对学生
多种能力的综合考查。如阅读史料提
取相关信息；运用史料实证的方法解读
历史信息；运用比较、分析、概括、综合
的方法认识历史的能力；将历史事物置
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查分析的
能力。这里不仅考查了学生的基础能
力，更体现了对高阶能力的考查，引导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更加关注培养学生
的历史学科综合能力，引导学生广泛阅
读，提升文史素养。

以题促学，引导学生构建知识体系
试题强调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和

构建历史知识框架。例如第23题，以
“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为主题，思维导图
为呈现方式，将纵横古今中外2000多
年，跨越世界各大洲的重要历史事件联
系为统一的整体，进而考查学生从联系
与综合、延续与变迁等角度进行历史解
释的能力。让学生感悟出人类文化的
多元性、共融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认
识到不同文化的互鉴、交流、碰撞、变
迁。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帮助学生从宏
观的视角去把握历史脉络，引导学生在
感知历史的基础上，积累共性知识，理
解其内涵。

强开放性，符合开卷考试的要求

试题依托真实的史料创设情境，
问题设计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例如
在试题的设问中有“你悟出了什么历
史道理”对“图表进行解读”“建言献
策”“谈谈你的认识”“任选其中六例
史实加以论述”等开放性设问。学生
对试题的作答也具有可选择性。例
如第23题，为学生提供多个方面、多
个角度的历史事例供学生选择，允许
多种合理答案，为能力水平各异的考
生提供独立思考的平台，也为学生的
多角度思考和多种合理答案的共存
留有足够空间。

总之，试题符合国家考试中心对
中考命题的要求，无论是整体立意还
是具体设问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体现了命题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
创新的特色。

/本版稿件来源：长春教育发布

2020年长春市中考英语试题评析

2020年长春市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评析

2020年长春市中考历史试题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