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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英语“读后续写”命题研究
———以 2020-2022 年浙江卷和全国卷为例

朱义荣　 　 丁继明

　 　 【摘　 要】本研究基于 Bachman 和 Palmer 提出的测试任务特征理论,结合课程标准和高考评价体系的命

题要求,对 2020-2022 年新高考英语浙江卷和全国卷共九篇的“读后续写”试题进行历时对比分析。 结果显

示,这九篇的“读后续写”试题在语篇类型、题材、文章难度、核心价值、思维品质的考查上均基本符合课程标准

和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但体裁和题材内容较为单一。 基于此,文章建议:合理控制读后续写语篇输入的难

度;进一步丰富读后续写的语篇类型和题材。
　 　 【关键词】新高考英语;读后续写;测试任务特征;试题命制

　 　 一、引言

“读后续写”是浙江省新高考英语从 2016 年开

始使用的写作新题型。 山东省、海南省从 2020 年起

在高考命题中也开始使用“读后续写”题型,当年被

称为新高考Ⅰ卷和新高考Ⅱ卷。 随后加入新高考Ⅰ
卷的有山东、湖北、江苏、河北、广东、湖南、福建等七

省;海南、辽宁、重庆三省采用新高考Ⅱ卷。 今后将

有更多的省份乃至全国卷会引入读后续写题型。 这

两份试卷的写作题都采用了浙江卷命题形式“应用

文+读后续写”的模式,而且两卷的写作题目相同,故
本文简称“新高考全国卷”。 这种写作形式,是建立在

王初明教授提出的“以读促写”概念基础上,将阅读和

写作进行结合的一种考查综合写作能力的题型。
查阅目前国内有关“读后续写”研究的文献发

现,大部分集中在理论分析、课例分享、题型的具体

解答步骤以及在写作教学中微技能的培养。 然而,
关于高考“读后续写”的命题研究却是寥若晨星。 基

于此,本文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 2020-2022 年新

高考英语六道浙江卷的读后续写试题和三道新高考

全国卷的读后续写试题进行命题质量和命题特点分

析,以期能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理解该题型,并为优

化高考英语读后续写试题的命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理论及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 Bachman 和 Palmer(1999)提出的测试

任务特征理论为支撑,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新课标》)、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科考试说明》
(高考综合改革实验省份试用)(第一版)(以下简称

《考试说明》)以及《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再结合新

高考英语“读后续写”试题特点,构建了新高考英语

“读后续写”的命题分析框架(如下页表 1),包括语

篇输入和预期回答,其中语篇输入指考生要处理的

测试材料,包括输入类型、题材特征、语篇长度、核心

价值及语言特征五个维度;预期回答指考生对考试

任务做出的反应和输出,具体组成与语篇输入一致,
主要指文本特征和思维品质的考查。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从语篇输入和预期

回答两个维度,对 2020-2022 年新高考英语浙江卷

和新高考全国卷“读后续写”试题进行分析。 本文在

研究过程中由课题组两位教师根据分析框架独立分

析所选取的样本,对于有分歧的地方,由课题组成员

共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本文的分析具

有较高的信度。
三、结果与讨论

(一)语篇输入

1. 输入类型

考生读到的文章只有前半部分,交代了故事的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信息。 考生需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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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2022 年新高考英语浙江卷和

全国卷“读后续写”命题分析框架

测试任务

特征
项目 具体描述

语篇输入

输入类型
阅读输入,呈现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提示语、最后两段的段首句

主 题 / 题

材特征
主题语境、语篇类型

语篇长度 350 词以内

核心价值
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世界观和方法

论、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

语言特征
词汇,文章篇幅;句子难度、易读度;连

贯性;语用特征

预期回答
文本特征 见下文讨论

思维品质 逻辑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

续写部分的两个段首句提示,确定故事发展走向,续
写故事结局。 输入形式是阅读,考生根据题目要求

进行延展性书面输出。 纵观 2020-2022 年新高考英

语浙江卷和全国卷在输入形式上还存在一些差异。
统计结果显示,浙江卷自 2016 年在“写作”部分

的第二节中就以“读后续写”为该题型的题名,而
2020 年新高考全国卷虽采用了“读后续写”,却没有

给出具体的题名;两套试卷在“答题指导语”中表述

略有不同:浙江卷明确提出向考生提供的是“短文”,
然后续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新高考全国卷则是

根据“材料”续写一篇完整的“短文”;在“写作要

求”方面,浙江卷提供了四条要求,而新高考全国卷

只给出两条要求,不同的是浙江卷要求考生“至少

使用五个短文中标有下划线的关键词语”,且在续

写文中用下划线标出所使用的关键词语,新高考全

国卷则没有这样的规定,文中没有了划线词的约

束,考生写作时开放程度更高,自由发挥的空间更

大,同时,对考生的能力要求也提高了。 不过,两套

试卷“读后续写”题都是给考生提供一篇 350 词以

内的语言材料,要求考生根据该材料内容和所给段

落开头语续写两段内容,长度为 150 词左右。 考生

所写的内容应与所提供材料有逻辑衔接,情节合

理,结构完整。

2. 主题 / 题材特征

本部分主要涉及所提供文本的主题语境、体裁、
题材及真实性的分析。 其中主题为语言学习提供主

题范围或主题语境,涵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
“人与自然”的三大主题语境(教育部,2020),2020-
2022 年新高考浙江卷和全国卷“读后续写”的语篇

都有涉及,其中,关于“人与自我”主题语境的文章较

多,占 45% ,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文章占了 23% 。
根据统计分析,这九篇文章的体裁都是记叙文,文章

通俗易懂,故事线索逻辑性较强,按照情节或时间发

展顺序推进,有利于正面引导考生,充分体现高考坚

持立德树人,促进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激励导向目

标(黄焱,2022);文章有较强的真实性,却只限定于

个人故事,过于单一。 另外,题材内容大部分是学生

熟悉的话题,但 2020 年 7 月浙江卷的文章讲述夫妻

两人智斗北极熊的经历以及 2022 年 6 月浙江卷的

文章讲述作者在社区的 soup kitchen 为无家可归的

人提供膳食的社会实践经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

不紧密,故其真实性较弱。
3. 语言特征

本部分主要从语篇的组织特征和语用特征来分

析。 其中,组织特征包括词汇、语法、句法、语音及图

表特征等方面。 “读后续写”其实就是故事续写,本
文主要讨论词汇和句法特征。 词汇方面,除 2022 年

6 月浙江卷的文章词数只有 281 词,其余各卷“读后

续写”的文章篇幅都控制在 350 词以内,词汇相对简

单。 为了让考生能读懂文章,顺利完成考试任务,影
响阅读理解的生词都标注了汉语。 句法层面,每一

篇文章都有 17-26 个句子。 大部分文章中,简单句

比复合句多,文章相对容易理解,只有 2020 年 7 月浙

江卷和 2022 年 1 月浙江卷的文章复合句比简单句

多,句子较长,对考生处理信息的能力有较高的要

求。 另外,2021 年 1 月浙江卷、2021 年 6 月浙江卷和

2022 年 1 月浙江卷的“读后续写”的句子总数都低

于 20 句,句子普遍偏长,给考生理解文章增加了一

定难度。 因此,命题人员在改写“读后续写”语篇时

需要综合考量文章的篇幅、简单句与复合句的数量

及文章的句子总数,为考生提供难度适中的语篇输

入,这样才更有可能测量出考生的实际写作水平(陶
丽,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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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难度通常用易读度来衡量。 易读度数值越

大,篇章难度越小;反之,难度就越大。 统计结果显

示,新高考浙江卷和全国卷“读后续写”的文章整体

上比较容易理解,只有 2022 年 1 月浙江卷的“读后

续写”文章易读度偏低,难度偏大。 尽管《考试说明》
没有对“读后续写”的文章难度做出规定,但难度过

大会造成考生阅读理解困难,直接影响后面的续写。
语篇特征包括语篇的连贯性、修辞及会话结构

特征。 本文主要分析这九篇“读后续写”文章的连贯

性。 连贯包括内容层面的连贯和语言层面的连贯。
2020-2022 年新高考浙江卷和全国卷“读后续写”的
文章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情节细腻,内容连贯;语言

方面的显性连贯主要通过运用代词、重复重要的词

和过渡词等手段实现。 这九篇“读后续写”句与句之

间的衔接、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流畅自然。 语用

特征包括语篇输入的功能特征和社会语言学特征。
前者包括概念功能、操控功能、启发功能和想象功

能;后者包括方言变体、语域、文化参照与修辞手法

等。 这九篇“读后续写”语篇输入的功能特征主要体

现为概念功能,同时具有很好的启发功能,给学生提

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其中浙江卷的十个划线的关

键词以及两套卷的两个段首句有很强的操控性。 划

线的关键词确保了考生续写时在内容上与上文产生

协同。 段首句为故事发展提供了新信息,并暗示了

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陶丽,2022)。
4. 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起到方向

引领作用,主要包含“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世界观

和方法论、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教育部考试中心,
2019)。 “读后续写”的语篇,具有明确的主题语境,
能够传递多种信息以及中外人文和科学知识,因此

对“读后续写”语篇主题的理解判断能够体现对“核
心价值”的考查。 这九个语篇呈现的主题语境归属

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大范畴,学生

对主题语境所承载的各类信息的理解能够反映考生

对自我、对社会、对自然的认知和态度,能够折射出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这九个语篇的主题

语境主要体现了对“核心价值”一级指标“道德品质

和综合素养”的考查,只有一次(2021 年 1 月浙江

卷)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考查,没有涉及对

“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核心价值的考查。 近三年

“读后续写”的选材多是叙事类文本,这类语篇负载

价值观的方式有其特点,往往能够体现人际和谐互

助、主人公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即能够考查到二

级指标中的“品德修养、奋斗精神、责任担当、健康情

感和劳动精神”,但较难考查到核心价值中的“政治

立场和思想观念”。
(二)预期回答

1. 文本特征

“读后续写”的预期回答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控制

性写作,它对内容产出、语言特征和篇章结构都有特

定的要求。 在内容产出方面,续写要求考生写作的

内容既要与原文内容保持融洽,形成有效协同,也要

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在语言运用方面,续写

要求考生既要与原文的词汇和语言结构甚至是语言

风格产生协同,又要能“使用较多、较复杂词汇和语

言结构”。 在篇章结构方面,续写既要求考生做到写

作与原文衔接自然,又要使用恰当的衔接手段使续

写完整、连贯。 考生在阅读“读后续写”的文章的前

一半时,需要对文章的内容、语言和结构有充分的认

知,如此才能在内容产出和语言运用两方面有出色

表现(陶丽,2022)。
2. 思维品质

“读后续写”设计以《新课标》为基本导向,围绕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主题语境考查学生

的素养和能力。 根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
的认知思维过程分为六个层次,从低级到高级分别

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张文华、张丽

红,2015)。 新高考“读后续写”对思维过程的考查是

全方位的,各层级都有涉及。 《新课标》明确指出思

维品质包括逻辑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
思维品质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使他们能够从跨文化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对
事物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教育部,2020)。

(1)对逻辑性思维的考查

思维的逻辑性主要指人们在表述一件事情或者

论述一种观点时,前后是否相关联、是否有矛盾,段
落之间是否顺序得当、条理清楚,所用论据是否能有

效支撑论点,所得结论是否顺理成章等(陈则航、王
蔷,2016)。 从思维内容看,逻辑性思维技能包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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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综合、分类比较、归纳演绎、抽象概括(黄远振等,
2014)。 如 2021 年 1 月浙江卷的“读后续写”题的答

题过程中,学生要解决万圣节南瓜卡住头这样一个

真实的问题,就要先读懂所给材料,不仅要理解字面

含义,而且要梳理文章的脉络,发现作者埋下的伏

笔。 在此过程中,学生要分析故事的发展进程、前因

后果,故事中地理位置的变化、人物的特征和情感变

化等,就要从记叙文的基本要素入手,采用比较与分

类、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方法,
提炼故事的核心信息和发展脉络。 据此,学生可以推

断出后面故事情节的大致走向和最终结局。 由此可

见,“读后续写”题的写前阅读环节的思维活动类型主

要为理解、分析、归纳,涉及思维逻辑性的考查。
(2)对批判性思维的考查

思维的批判性在于质疑、求证的态度和行为。 批

判性思维技能包括判断推理、质疑解惑、求同辨异、评
价预测。 在读后续写的整个解题过程中,批判性思维

贯穿始终。 学生要在理解原文所给信息的基础上,进
行分析、推理,预测故事的新发展,构思新情节,同时在

写作过程中不断判断、评价自己的新情节是否合理,
表达是否到位,时时刻刻都要进行调整和修改。

(3)对创新性思维的考查

思维的创新性是指学生在实践体验活动中能摆

脱思维定式,敢于超越常规,重新架构原有知识,产
生新的独特的想法和做法,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祖瑞,2020),涉及的思维形式有六个要素,即发散

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时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

和横纵思维(刘道义,2018)。 仍以 2021 年 1 月浙江

卷“读后续写”试题为例,读完原文后就进入创新性

思维主导的环节,学生开始谋篇布局,创编故事高潮

和细节。 记叙文有不同的叙事方式,此文属冲突(困
境)式叙事方式,前文中的“ I”最终是如何摆脱困境

的,需要学生发挥形象思维,具体想象人物的动作、
感受、语言和心理等细节。 在此过程中,学生也必然

结合生活经验,调动发散性思维,想出多种脱困手

段,并比较筛选,评价决定最佳方案,最终落笔成文

(郑丹君,2021)。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两个维度对 2020-

2022 年新高考英语浙江卷和全国卷的“读后续写”
试题进行分析,发现该题型有如下特点:

读后续写的文章整体比较容易理解,语篇输入

在文章篇幅、句子复杂度、文章易读度等方面整体上

符合《考试说明》的要求,但 2022 年 1 月浙江卷的文

章阅读难度偏大;文章主题语境涉及广泛,但题材内

容较为单一,2020 年 7 月浙江卷和 2022 年 6 月浙江

卷的文章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故事缺乏

真实性。 另外,“读后续写”单一考查记叙文,可能会

对写作教学产生负面作用,教师可能在教学中只培

养学生记叙文写作能力,而忽视其他类型语篇写作

能力的培养。
从预期回答看,考生需要在内容创造和语言运

用两个维度都有很好的表现,以顺利完成续写任务。
“读后续写”题型正是融合了“阅读”“分析” “创造”
“写作”这一连串的学习和思维活动,促使学生利用

英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并解决问题。 “读后

续写”既考查学生对所学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又考

查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同时在完全理

解的基础上,充分释放想象力,实现了理解与产出的

紧密结合,让学生与阅读材料互动,从而创造性地模

仿和使用语言(帅德胜,2020)。 这不仅要求考生有

良好的写作功底,还要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
(二)命题建议及启示

1. 命题建议

(1)合理控制“读后续写”语篇输入的难度

考生要想很好地完成读后续写的任务,需要先

读懂文章。 文章如果篇幅过长,生词过多,句式过于

复杂,会影响考生理解文章,给后面的续写造成障

碍,进而无法达到考查学生写作能力的目的。 因此,
高考“读后续写”试题命制需要从文章篇幅、生词量、
简单句与复合句的比例、文章的句子总数等方面控

制文章难度。
(2)进一步丰富“读后续写”的语篇类型和题材

2020-2022 年新高考浙江卷和全国卷的“读后续

写”都是个人故事续写,语篇类型可以适当增加幽默

故事、短篇小说及对话的续写。 另外,题材内容也应

该尽量丰富,除了户外游记,还可以增加公益与志愿

服务、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社区与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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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沟通等主题内容。 并且,“读后续写”的语篇应

选择贴近真实生活的素材,确保考生在考场上有内容

可写。 记叙文类型的读后续写不足以全面考查学生

阐述观点、表达态度、描述事物特征、说明概念等能力。
命题时,可以设计说明文、议论文和非连续性 / 多模态

语篇的读后续写题目。 为了积极发挥考试的正向反

拨作用,避免教学中单一、固化地训练记叙文类型语

篇的读后续写,全面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读后续

写作文的语篇考查类型应该适当变化(傅山云,2022)。
2. 教学启示

“读后续写”主要考查学生阅读、思维、写作能

力,教学应引导学生阅读理解文本,捕捉原文线索,
抓住续写要点,在语言模仿中创造内容。

(1)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

“读后续写”的教学中,教师要发挥学生自主学

习和主动建构的能动性。 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

学生互动的作用,让学生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互相商

讨学习。
(2)帮助学生搭建分析文本的支架

教师要在写作前的阅读过程中注重学生与文本

的互动,从发展线索、主要矛盾、语言风格三个层面

帮助 学 生 分 析 文 本, 找 寻 文 章 的 information
(5W1H)、organization(文章逻辑结构)、plot(起因、经
过、高潮、结局;动作和情感描写)、language(简洁、诙
谐等)(娄鑫,2020)。 分析人物的心理、语言描写中

关注人物情感和性格品质、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
加强对段落开头语的理解和分析。

(3)模仿词汇、协同句法

模仿词句表达有三点:一是关键词、连词、高级

词在语境中的模仿;二是句型的模仿运用;三是文本

的语言风格模仿。 一方面,教师鼓励学生重复使用

前文中的词汇和句型,提升续写的融合度,达到拉平

有标杆;另一方面,不断扩充学生的词汇量,充分利

用协同效应,在原文表达的基础上创新。 教师要提

醒学生在写作中运用多种表达形式,包括人物的语

言、动作、心理、表情和周围环境的描写,以便更形

象、更准确地推动情节发展,增添文章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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