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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试题的情境化设计特征及启示

林江泽　 　 齐腾达

　 　 【摘　 要】北京卷、浙江卷、新课标卷和新高考卷语文试题在情境化设计方面颇具典型性。 文章从语言运用

情境的类型、情境材料的类型及情境化程度三方面分析得出,2019 ~ 2022 年上述高考语文试题的情境化设计具

有“依托具体化情境”“精选多样化情境”和“设计真实性情境”的特征。 针对上述特征,教师应以多样的语言学

习活动为载体,认真落实以“学习任务群”为核心的教学;改变以文学作品为主的教学内容选取习惯,重视对社

会生活类材料的阅读指导;转变评价理念,正向作用于教学。
　 　 【关键词】高考语文试题;情境化设计;特征;教学启示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以下简

称《课标》)明确提出,高考命题应“以情境任务作为

试题主要载体,让学生在个人体验、社会生活和学科

认知等特定情境中完成不同学习任务,以呈现学生语

文素养的多样化表现” [1] 。 这明确了试题情境化设

计在语文核心素养评价方面的重要位置。 2019 年语

文高考试题命制首次以《课标》 为指导。 三年以来,
虽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在情境特征、类型和结构方

面暂缺系统分析。 为此,本文以 2019 ~ 2022 年北京

卷、浙江卷、新课标卷和新高考卷为研究对象,分析试

题情境化设计的特点,兼及反思其对教学的启示。
浙江省高考改革于 2014 年先行启动,《浙江省深

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强调:考试

应“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

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突出能力立意。 主

要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与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2] 。 精心设计试题情境是实现上述考

查目标的重要途径。 2017 年,北京等地成为第二批

高考改革试点地区。 《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强调:“立足首都实际。
主动适应首都教育综合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勇于创新。” [3] 试题情境化设计是近

年语文高考寻求改革创新的突破点。[4] 因此,北京卷

命题实践经验是分析的重要对象。 全国卷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组织命制,适用于全国大部分省区。 2013
年新课标卷分为Ⅰ卷、Ⅱ卷,2016 年新增Ⅲ卷。 2020
年开始,因高考改革,推出新高考全国Ⅰ卷、 Ⅱ卷。
2021 年全国卷包括新高考(统考科目) Ⅰ卷、Ⅱ卷和

高考甲卷(原新课标Ⅲ卷)、乙卷(原新课标Ⅰ卷)。
就使用范围和考生人数而言,新课标全国Ⅰ卷和新高

考Ⅰ卷具有压倒性优势,二者试题命制经验具有极强

的典型性。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 2019 ~ 2021 年北京卷、

2019 ~ 2022 年浙江卷、2019 ~ 2020 年新课标Ⅰ卷、
2021 ~ 2022 年全国乙卷、2020 ~ 2022 年新高考Ⅰ卷作

为研究对象。
一、依托具体化情境,考查语文核心素养

《课标》强调,“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

言运用情境中” [5] 积累、发展与展现学科核心素养。
“语言运用情境”包括语言材料的阅读情境和言语活

动的社会情境。 “依托具体化情境”,即无论语言材

料的阅读情境,还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情境,都必须摆

脱孤立、抽象、概念演绎等特点,保持明确、真实、清
晰。 总体上,除了浙江卷中的名句默写题型,其余试

题都已被纳入语言运用情境之中。
例如,2021 年北京卷的 30 个小题中,有 21 个题

被纳入“语言材料的阅读情境”,9 个题被纳入“言语

活动的社会情境”。 其中,微写作试题呈现鲜明特色。
(1)文学名著中常有一些让人心生遗憾又给人

启迪的人物。 请从《红楼梦》 《呐喊》 《边城》 《红岩》
《平凡的世界》 《老人与海》中选择一个人物,谈谈他

(或她)为何令你感到遗憾,又带给你怎样的启发。
要求:写明作品和人物,言之有理。 不超过 150 字。

(2)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班级要开

展“缅怀革命先辈、点燃青春激情”的主题活动。 如

果让你参与策划,你会在活动中设计一个怎样的核心

环节? 请说说理由。 要求:简要说明核心环节的内

容,重点陈述理由。 不超过 150 字。
第(1)题创设“语言材料的阅读情境”,与整本书

阅读建立起多维联系,激活学生对整本书的理解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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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种表达能力,目的明确地创设有关作品内容或人

物形象的情境,进而展现对经典作品的理解。 第(2)
题创设“言语活动的社会情境”,学生作答必须基于

自己特定主题生活的经历与体验。
依托具体语言运用情境命制试题,是对学生语文学

习实践性认识的深化,充分把握了学生基础知识运用、思
维发展、情感体验的统整性。 《课标》所提出的“学习任

务群”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

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

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6]基于以上认识,教师在教学

中应以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学习的统整性为

基础,多方位综合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二、精选多样化情境,反映真实语文学习

试题情境化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情境认知与学习

理论。[7]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曾指出,情境的区别

表现在问题对学生生活影响的直接程度上,由此学生

感知到的问题、激发的动机、采取的认知方式迥然不

同。[8] 《课标》把情境分为社会生活情境、个人体验情

境和学科认知情境。 结合试题分析并借鉴已有研究,
三类情境可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类、文艺作品类、学科

本体类情境材料。[9] 具体说明如下:
社会生活类:校内外具体的社会生活,强调学生在

具体活动场域中开展的语文实践活动,强调语文交际

活动的对象、目的和表达方式等,包括社会资源(如网

络、电视、杂志等)和生活素材(如书信、对话等)。
文艺作品类:学生个体独自开展的语文实践活

动,如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体验丰富的情感,尝试

不同的阅读方法以及创作文学作品等,包括文学作品

(如小说、散文、诗词等)和艺术作品(如绘画等)。
学科本体类:学生探究语文学科本体相关的问

题,并在此过程中发展语文学科认知能力,包括人文

学科的研究材料(如关于文学、语言学等的研究材

料)、文言文材料(如课外文言散文、课内必背古诗词

等),以及与语文学习相关的材料。
据此对研究对象的情境类型进行归类统计与分

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不管社会生活类、文艺作品类还是学科本体类情

境材料,浙江卷、新课标卷中的各类材料占比近年均

较为稳定。 就社会生活类情境材料占比而言,北京卷

与浙江卷、新课标Ⅰ卷、新高考卷总体保持一致;新课

标Ⅰ卷和新高考卷总体比浙江卷高 10%。 就文艺作

品类情境材料占比而言,北京卷 2020 年大幅回落,浙
江卷 2022 年小幅上升;除去上述变动年份,北京卷整

体比浙江卷、新课标Ⅰ卷、新高考卷高。 就学科本体

类情境材料占比而言,浙江卷 2022 年小幅回落,新课

标卷 2022 年小幅上升,占比升至第一位,北京卷和新

高考卷稳定性较强;除去上述变动年份,浙江卷比其

他三类试卷高约 10%,但于 2022 年回落至与其他试

卷持平状态。 具体来看,14 套试卷所提供的材料涉

及生态学、生物学、计算科学、社会学、文学等多重学

科领域。 这说明,语文课程的外延已经扩展到学生学

习生活的场域,语文课程的学习已经渗透到日常的学

习生活。 面对试卷情境材料类型的多样化,教师应具

备更加宽广的语文课程观,积极拓展阅读内容和阅读

空间,设计“多来源文本”阅读的教学。
北京卷 2019 年偏重选择文艺作品类情境材料,

占比达到 51. 8%, 社会生活类情境材料占比为

32. 7%;2020 年情境材料选择变化较大,偏重社会生

活类,占比达到 65%,而文艺作品类材料占比大幅减

少,仅为 20%;2021 年仍偏重选择社会生活类情境材

料,但占比有所回落,为 60%,文艺作品类情境材料占

比小幅回升,为 26%。 经过两年命题探索和调整,北
京卷情境材料选择趋向稳定。 社会生活类情境材料

因为更加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在考查学生真实语言运

用能力方面优势明显,因而获得命题人的青睐,在四

类试卷中占比最大。
　 　 表 1 四类试卷情境类型分类统计

情境类型 社会生活类 文艺作品类 学科本体类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19 2020 2021 2022 2019 2020 2021 2022

北京 32. 7% 65% 60% / 51. 8% 20% 26% / 15. 5% 15% 14% /

浙江 54. 2% 56. 5% 56. 5% 54. 5% 18. 1% 18. 2% 18. 2% 27. 3% 27. 7% 25. 3% 25. 3% 18. 2%

新课标 67. 3% 67. 3% 67. 3% 61. 3% 16% 16% 16% 16% 16. 7% 16. 7% 16. 7% 22. 7%

新高考 / 66% 66% 64. 7% / 17% 17% 18% / 17% 17% 17. 3%

　 　 注:为增强统计数据的全面性,笔者统计 3 套北京卷时将微写作和写作的选做题并列统计,故而每套试卷总分按 220 分计;统计

浙江卷时,将名句默写选做题并列统计,依据选做题的数量与分值,每套试卷总分按 154 分或 155 分计;新课标卷和新高考卷无选做

题型,故每套总分按 150 分计;为保证数据对比的有效性,笔者将不同类型题分值占比作为横向对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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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套试卷在试题情境材料类型上的分配,对教

师选择教学内容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据统计,人教版

教材课文内容中,文学作品占比超过 50%。[10] 受此影

响,教师将大部分教学时间分配给文学阅读教学。 而

以北京卷、浙江卷为代表的地方卷和以新课标卷、新
高考卷为代表的全国卷中,社会生活类情境材料占比

均超过 50%,部分试卷甚至高达 60%。 可见,教师需

要改变以文学作品为主的教学内容选取习惯,重视对

社会生活类材料的阅读指导,加强对不同学科中不同

阅读材料内容及特点的关注,使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

的特点更加契合。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不断提升自

身学科素养,进一步深化对材料特点、教学价值的认

识与发掘。 以典型论述文《拿来主义》 为例,当时发

生的事件、讨论的话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写作目

的(批判当时的所谓文化行为、态度)、写给谁看等在

场语境,都与文章内容有直接关系。 然而,教师在教

学实施中经常把现场语境背景化,脱离具体文章作空

泛的概述,无法把学生带入与作者文本对话的语

境。[11] 其根源在于教师无法准确认识并把握不同文

本类型的特点,盲目迁移文学阅读教学经验,出现教

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错位。 因而,教师应不断深化对

学科本体内容的认识,避免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与所选

教学材料特点之间的不契合。
三、设计真实性情境,指向语文实践应用

“情境” 和“任务” 是试题情境化设计的基本要

素。 “语言运用情境” 既可以是语言材料的阅读情

境,又可以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情境。 在高考试题中,
阅读情境是学生理解、鉴赏、评价语言的主要依托,社
会情境是学生运用语言的主要支撑。 情境化程度越

高,试题情境的真实性越强。[12] 基于情境和任务的不

同组合,试题可分为三种类型:分离型,指学生作答不

依赖阅读材料的试题;组合型,指学生作答是在理解

阅读材料的基础上对阅读材料展开补充阐释的试题;
融合型,指学生作答是在阅读材料提供的条件中对阅

读材料、已有知识、学科思维方式展开综合运用的试

题。[13]基于以上分类,对四类试卷中各类型试题分值

占比的情况作了统计(见表 2)。
就试题设计旨趣而言,命题者追求“评价即学

习” [14] 的理念,将评价方式与学习方式紧密关联。 情

境与任务的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唤醒、
迁移,使得对学生问题解决过程的评价成为可能。 总

体上,北京卷、新高考卷中的分离型试题分值占比较

低,融合型试题分值占比相对较高,体现了上述试题

命制理念。
首先,分离型试题在四类试卷中占比均较低。 具

体而言,北京卷分离型试题占比最低,所选其余试卷

分离型试题占比由低到高依次为:新高考卷、新课标

卷、浙江卷。 其中,2019 年浙江卷分离型试题占比接

近 20%,但 2022 年显著降低。 分离型试题缺少情境

材料,或者情境材料无法对学生作答提供积极引导,
不符合学生学习与思维发展规律。 例如,2020 年浙

江卷名句名篇默写题:“(1)凤兮! 凤兮! 何德之衰!
, 。 (《论语》)”题目虽然为学生作答创

设了一定的学科认知情境,但是重在考查学生的识记

能力,所设情境仅仅起到提示的作用,学生即使不理

解前后语意内容,只要能够熟练背诵相关文本,依然

能够顺利作答。 为此,语文教学应转变传统的“填鸭

式”教学方式,改变只注重知识单向传授的教学惯

性,为学生学习创设真实的语言情境,注重对学生直

接经验的唤醒,加大学生情感体验的深度,重视在真

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和鲜活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培养学

生的语文能力,这是提升学习效率、实现“教—学—
评”一致性的必由之路。

其次,组合型试题在四类试卷中均占相当大的比

重。 此类题型考查学生理解文本意义的能力,与注重

文本理解的单篇讲授的教学方式相一致。 例如,2019
年北京卷第 20 题:“作者为什么说‘你在没有走进这

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

的’?”由题干可知,本题由阅读情境和文本理解性问

题组成,学生作答的过程主要是“对象化”过程, 即学

　 　 表 2　 试题情境化程度分布

类型 分离型 组合型 整合型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19 2020 2021 2022 2019 2020 2021 2022

北京 5. 5% 5. 5% 3. 2% / 31. 3% 29. 0% 32. 3% / 63. 2% 65. 5% 64. 5% /

浙江 18. 1% 17. 5% 17. 5% 13% 40. 6% 38. 3% 40. 4% 47. 4% 41. 3% 44. 2% 42. 1% 39. 6%

新课标 10. 7% 10. 7% 8. 7% 7. 3% 47. 3% 43. 3% 49. 3% 46% 42% 46% 42% 46. 7%

新高考 / 7. 3% 7. 3% 7. 3% / 42% 40. 7% 48% / 50. 7% 52% 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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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阅读的主要目标是深入理解作者的意图。 组合型

试题体现了一定的语文学习特点和规律,但在试题命

制和试题本身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教师与学生基

于海量刷题经验,基本形成一系列针对组合型试题的

套路化解答经验,使得试题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考查逐

渐失去应有价值。 因此,命题者应进一步提升材料与

任务的融合度,使组合型试题不断向融合型试题靠

拢;教师应改变功利化的经验分析式试题研究习惯,
认识到评价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

点,并且进一步提升研究意识与研究能力,形成从感

性到理性、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范式。
最后,融合型试题在四类试卷的占比横向差异较

大,北京卷占比遥遥领先,达到 60%以上;浙江卷与新

课标卷占比在 39% ~ 48%之间;新高考卷占比介于北

京卷和浙江卷、新课标卷之间。 从近几年的纵向情况

来看,北京卷占比趋于稳定,新高考卷略有波动。 北

京卷融合型试题在“名句默写” “微写作” “作文” “文

学类文本阅读” “文言文阅读” 等板块中均有体现。
其在文本情境基础上,鼓励学生融合自身经历与感

悟,进行个性化的创意表达,试题融合度较高。 浙江

卷、全国卷融合型试题仅在“作文” “文学类文本阅

读”“语言基础知识运用”等少数板块中尝试,且多为

“评价鉴赏”,缺乏对学生个性化创意表达的推动,融
合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融合型试题提供的是阅读情

境、社会情境和学科实践活动,重点在于通过任务的

实践性特点,综合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迁移运用等能

力。 以 2019 年北京卷第 21 题为例,该题以《北京的

“大”与“深”》为阅读情境,要求学生立足生活作答,
充分体现了从阅读与评价中学习的理念。 学生作答

需要借助材料所展现的“由表及里的感知方式”来认

识与思考自己所生活的周边世界,通过特定的感知方

式,学生在结合生活个性化表达的同时,需要与文本

情境保持密切的联系。 再如 2020 年北京卷名句默写

题:“(3)小张最近天天加班,早起晚睡。 她借用《诗

经》 中 的 名 句 来 调 侃 这 种 生 活 状 态: ‘ ,
。’(4)在学校运动会上,你的同学竭尽全力却

未能夺得冠军, 他深感 遗 憾。 你 用 王 安 石 的 话

‘ , 。’来安慰他。”这两道题创设真实的

社会生活情境,将名句默写任务与所创设情境紧密融

合,学生只有将已有语言积累的运用与情境紧密结

合,才能指向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最终完成。
综上所述,从学生学习的角度确定评价内容和方

式至关重要。 只有着眼于情境与任务的关系厘清情

境化试题的类型,才能创设真实性情境,指向语文实

践应用,设计出反映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语文

学习有积极意义的评价工具。
高考情境化试题的设计,核心目的是使学生把在

学习任务群统摄下所内化的学科核心素养充分外化。
以学习任务群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与以情境任务为载

体的试题设计,从教学和评价两个层面构成良性的互

动。 而在碎片化的单篇讲授式教学中,学生没有参与

典型的语言实践活动,无法从中获得典型的情感体

验。 因此,教师应在充分且深入的试题研究指导下,
创设真实性情境,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实践中实现

多维学习能力的融合与提升,助力学生具备解答高考

中分值比重不断上升的融合型试题的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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