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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视域下初中语文
区域质量监测命题建议

孙采文　 　 徐　 鹏

　 　 【摘　 要】情境创设对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而言具有增强试题开放性、提升学生参与度、考查创新

思维等重要作用。 开展区域质量监测工作,需要建构命题的基本框架,研制需要评价的关键能力维度和具体

指标,明确需要覆盖的内容领域及核心要点,最后参照基本框架、关键能力和内容领域命制试题。 命题过程中

注意处理好题型、语料与语言运用情境的关系,真正基于被测者视角创设语言运用情境,不断提升初中语文区

域质量监测命题质量。
　 　 【关键词】情境创设;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义教课标》)在教学建议中倡导“创设真实而富

有意义的学习情境” [1]。 “真实”主要指向学生生活

中语言文字运用的真实需求,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

的真实问题。 “有意义”主要指向培养学生运用语言

文字的关键能力,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在

评价建议中同样倡导以情境为载体,依据学生在真

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评定其素养水平,
强调“命题应贴近学生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抓住社

会生活中常见但又值得深思的真实场景,创设新颖、
有趣、内涵丰富的情境,设计多样的问题或任务,激
发学生内在动机和探究欲望” [2]。 这些教学建议和

评价建议为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带来重要启

示。 这里,我们基于情境视角来探索初中语文区域

质量监测命题的操作路径。
一、建构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的基本

框架

区域质量监测命题和学业水平考试命题,都需

要以考查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为目标,体现

素养立意的评价取向。 语文核心素养具有内隐性和

整体性,需要依靠语言运用情境来承载,也需要依靠

语文实践活动来发展;同时,语言运用情境也需要通

过语文实践活动来创设,二者正是区域质量监测命

题需要把握的关键要素。 因此,语文核心素养、语文

实践活动、语言运用情境“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初

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的“443”模型(见图 1)。

图 1　 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的“443”模型

第一个“4”指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包括文

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 第二个

“4”指语文实践活动的四种类型,包括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 “3”指语言

运用的三种情境,包括日常生活、文学体验和跨学科

学习。 日常生活情境指向真实具体的社会生活,关
注学生在生活场景中的语言实践,凸显语言交际活

动的对象、目的和表述方式。 文学体验情境,侧重强

调学生在文学作品阅读中体验丰富的情感,尝试用

不同的方式进行创意表达;强调参与当代文化生活,
关注学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体认。 跨学科学习情境,侧重强调学生

综合运用多门课程知识和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3]这个基本框架提示我们,在开展区域质量监测

命题工作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关注情境、素养和活

动的内在联系,统筹考虑一段语料之下命制的一个

题目或者一组题目与三者的融通,尤其要基于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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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设计具有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的试题。 因

此,语言运用情境成为衔接语文核心素养和语文实

践活动的桥梁,在区域质量监测命题中具有重要地

位和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3”只是《义教课

标》提示的三种典型语言运用情境。 我们在命制区

域质量监测试题时还可以围绕学校、家庭、社会等生

活场景来创设情境,增强试题开放性,提升学生参与

度,考查学生创新思维,引导学生综合运用语文学科

知识和思想方法来分析、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
二、研制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的关键能力维

度和具体指标

区域质量监测命题需要深入分析语文核心素养

在特定情境中可以外显为哪些语文关键能力,将上

述“443”模型转化为评价工具,打通从关键能力到核

心素养的评价理路。[4]《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

(2021 年修订版)》(以下简称《监测方案》)强调,语
文学科“主要监测学生掌握语文基础知识情况、阅读

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学业表现。[5] 因此,
区域质量监测作为纸笔测试,命题指向的关键能力

并不需要追求全面,而是要筛选出符合语文学科特

点且满足监测需要的典型评价维度及指标,通过考

查学生在特定语言运用情境中回答题目的关键能力

表现,推断其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 易克萨维

耶·罗日叶将能力的生成方式描述为:能力= {素能×
内容}×情境={具体目标}×情境。 其中,素能是指做

事的本领、禀赋,如识别、比较、记忆、分析、综合等,
它和学习内容共同组成具体的学习目标。[6] 从中可

知,情境能够促进能力从量变到质变,缺少情境要素

关键能力就无法形成。
基于 PISA、NAEP、PIRLS 等大型区域质量监测

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有关语文核心素养评价

研究的典型案例,我们将区域质量监测命题指向的

关键能力确定为积累理解(A)、实践应用(B)和迁移

创新(C)3 个维度。 3 个一级维度包含 8 个二级维

度,从 A1 到 C2 表示关键能力水平层级逐渐递增。
在区域质量监测需求和初中语文学段目标的基础

上,我们将 8 个二级维度进一步分解为 16 项具体指

标(见表 1)。 这些维度和指标基本覆盖了监测方案

要求的语文学科基础知识、阅读能力和书面表达能

力。 这些维度和指标之间不是孤立的,它们既可以

是同属维度下的相互关联, 也可以是不同维度之间

　 　 表 1　 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

关键能力评价维度及具体指标

一级维度
二级

维度

水平

层级
具体指标

积累理解

A

认读

记忆
A1

1. 在学习和生活中,累计认识常用

汉字 3500 个左右,了解课文涉及

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识和文化常识;
2. 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段),每学

年阅读两三部名著,课外阅读总量

在 260 万字左右

理解

体会
A2

1. 运用基本的词汇、语法知识,帮
助理解文本中的语言难点;
2. 了解常用的修辞手法,体会它们

在文本中的表达效果

实践应用

B

整体

感知
B1

1. 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理清行文

思路,理解主要内容,感受情感

基调;
∗2. 考虑不同的写作目的和对象,
选择适宜的表达方式,合理安排结

构和内容

信息

提取
B2

1. 阅读多样化的文本,提取、概括

和归纳主要信息,把握文本信息之

间的联系,运用文本信息解决问

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2. 进行多样化的写作,根据具体

表达需要,恰当选用相关素材中的

有用信息

推理

阐释
B3

1. 运用实证性材料对相关问题做

出合理的解释和推断,提炼和表达

自己的看法;
∗2. 围绕写作话题,注意内容的先

后和详略,文从字顺、条理清楚地

阐述自己的观点

分析

评价
B4

1. 从多种角度揣摩、品味文本富有

表现力的语言,推敲重要词句在语

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2. 围绕写作话题,分析写作要

求,选用相应的文体样式、表达方

式和语言风格,完整表达自己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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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一级维度
二级

维度

水平

层级
具体指标

迁移创新

C

个性

表达
C1

1. 针对文本的内容、观点、情境、形
象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

的体验;
∗2. 围绕写作话题,运用富有表现

力的素材、语言和方式,力求有创

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批判

探究
C2

1. 领悟文本内涵,联系相关文本和

文化情境,探究文本内涵对自然、
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2. 围绕富有挑战性的写作话题,
联系相关素材和文化情境,多角度

地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

感受、体验和思考

　 　 (说明:加∗号的指标适用于区域监测中的写作能力

评价。)

的交叉渗透。 比如“理解体会” (A2)要求体会修辞

手法的表达效果,在分析评价(B4)品味富有表现力

的语言也会涉及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这就提醒我

们,在创设语言运用情境时需要关注一个题目与关

键能力内部维度和指标之间的关系,不要将一个题

目与一个维度、一个指标简单机械地对应。
三、开展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工作

(一)明确需要覆盖的内容领域及核心要点

根据监测方案的要求,以及表 1 呈现的关键能

力维度和指标,我们从语文积累、文本阅读、写作表

达三个方面来确定区域质量监测的内容领域。 同

时,根据统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义教课标》提炼

了内容领域的核心要点(见表 2),考查学生在特定

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 “文本阅读”领域中的

文言文本、信息文本、文学文本,主要是呼应表 1 中

“阅读多样化的文本”,其中“信息文本”又包含连续

性文本和非连续性文本;“写作表达”中的“任务写

作”“自由写作”主要是呼应表 1 中“进行多样化的

写作”,任务写作采用片段作文的形式命题,自由写

作采用完整作文的形式命题。
确定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指向的内容领

域,是为了提供区域质量监测命题创设语言运用情

境的学科内容载体,借助适宜的情境来外显学生的

　 　 表 2　 初中区域质量监测

命题内容领域及核心要点

一级领域 二级领域 核心要点

语文积累

语言文化
教科书选文涉及的基本语言文化

常识

优秀诗文
教科书选入的优秀古诗文以及《义教

课标》在附录部分推荐的优秀古诗文

名著阅读
教科书要求阅读的名著以及《义教课

标》推荐的课外读物

文本阅读

文言文本 课内外浅易的文言文

信息文本
包含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的议论

性、说明性文章,新闻、科技作品等

文学文本
典型的写实和虚构作品,包括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等

写作表达

任务写作
基于特定对象、目的展开的限定性

表达

自由写作
根据具体主题和个性体验展开的非

限定性表达

语文关键能力。 我们需要从情境视角来把握学科内

容、关键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文本阅读这一内

容领域为例,不同文本类型考查的关键能力有一定

的相似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例如,运用文言文

本、信息文本、文学文本都可以考查学生的整体感知

能力。 但文言文本侧重考查学生对浅易文言文重要

信息的理解性转译能力,信息文本侧重考查学生对

材料中事实和观点之间关系的梳理和辨别能力,文
学文本则侧重考查学生对语言、形象、主题的鉴赏评

价能力。 这些细微差异为我们运用题干创设语言运

用情境带来契机,为充分发挥情境要素的功能和价

值提供了条件。 因此,我们需要把握不同类型文本

的独特性,创设与命题材料相吻合的语言运用情境,
才能更好地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表现。

(二)参照基本框架、关键能力和内容领域命制

试题

我们在命制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试题的过程

中,综合考虑了试卷覆盖的内容领域和需要考查的

关键能力,将语文积累和文本阅读领域的题型确定

为选择、填空和简答,将写作表达领域的题型确定为

写作。 根据内容领域特点,灵活运用不同题型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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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语言运用情境。 区域质量监测试卷共计 120 分,
主要针对初中学生九年级结束前的学习内容进行测

试。 下面我们以部分典型试题来说明命题过程中对

语言运用情境的创设,以及对其他命题要素的统筹

观照。
首先来看语文积累领域的一个选择题,该题指

向优秀古诗文考查,试题内容如下:
朱自清在《春》 中,引用志南和尚《绝句》 中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描摹春风的温柔和煦。 下列诗句

中,同样可以用来描摹春天景物的一项是( 　 )
A.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B.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C.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D.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从语言运用情境来看,该试题侧重建构文学体

验和日常生活情境,意在引导学生根据题干要求调

动古诗词积累和有关四季的生活体验,将古诗词名

句放置于季节文化语境中进行生活化理解。 从语文

实践活动来看,该试题侧重指向阅读与鉴赏、梳理与

探究两类实践活动。 从语文关键能力来看,侧重考

查认读记忆(A1)、整体感知(B1)、信息提取(B2)等
多项能力。 从语文核心素养来看,该试题侧重指向

语言运用、思维发展两个方面,同时也涉及审美创造

和文化自信。
再来看文本阅读领域的简答题,其中文学文本

阅读选用的语料是刘燕成的散文《春天里》 (节选

1090 字),命制的三个试题内容如下:
1.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它在不知不觉间给

村庄带来细微变化。 请结合文本内容,谈谈人们享

受春天的不同方式。
2. 当春天大肆进入村庄之时,山村景色美不胜

收,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去描摹春景。 请任选一个自

己喜欢的句子,说说它在描写上的妙处。
3. 全文都在记述春天里的村庄与风土人情,语

言中饱含着作者的深情。 请结合生活体验,谈谈读

完全文后,你对“春天”有什么新的认识。
基于文本阅读的开放性试题能够创设更为宽广

的语言运用情境,较为全面地考查学生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此外,同一则材料下的多个题目连接在

一起,能够形成一个语言运用情境的连续体,更好地

展示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的关键能力表现和核心

素养发展水平。 从语言运用情境来看,三个试题侧重

建构文学体验和日常生活情境,引导学生根据阅读感

受和生活体验来思考和回答问题。 从语文实践活动

来看,三个试题都融入了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
理与探究三类实践活动。 从语文关键能力来看,三个

试题侧重考查整体感知(B1)、信息提取(B2)、分析评

价(B4)、批判探究(C2)等多项能力。 从语文核心素

养来看,三个题目共同指向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

美创造,第三题考查学生对作者家国情怀的感知、对
春天的新认知,也涉及文化自信。

从上述样题分析中可知,区域质量监测命题需

要基于前面建构的基本框架、能力维度和内容领域,
将语言运用情境作为中介,整合语文核心素养和语

文实践活动,同时要明确指向需要考查的语文关键

能力,整体考量这四个命题要素的互动和套嵌关系。
我们之所以使用“侧重”或者“共同”等词语来评析,
意在说明每个题目或者每组题目都有自身的命题取

向,在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语文实践活动的四

种类型、语言运用情境的三种类型,以及语文关键能

力的 16 项具体指标中都可以有所倾向,但尽量避免

一个题目只指向单一素养、单一活动、单一情境和单

一能力。 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覆盖情境、素养、活动

和能力要素,更为全面地揭示初中学生在特定语言

运用情境中的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水平。
四、初中语文区域质量监测命题情境创设需要

注意的关键问题

(一)处理好题型、语料与语言运用情境的关系

选择题作为客观题,在创设语言运用情境方面

处于劣势,但是如果深入分析需要考查的内容领域

和关键能力,仍然可以创设适宜的语言运用情境。
比如前文呈现的语文积累领域的选择题,题干融入

朱自清在《春》中引用志南和尚《绝句》的例子,就是

为了建构一个恰当使用古诗文名句的文本语境;同
时,选项中的古诗词名句覆盖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也融入了一定的季节文化语境。 填空、简答、写作等

半开放和开放性试题,在创设语言运用情境方面优

势相对明显,但也需要基于题型特点创设最佳情境。
此外,文本阅读部分的文言文本、信息文本和文学文

本,在创设情境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也可以整合多

样的语言运用情境。 比如:文学文本更适合创设文

学体验情境,考查学生基于文本理解和感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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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能力;信息文本更适合创设日常生活情境,考查

学生运用信息推理阐释能力。 但在实际命题中,文
学文本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情境,比如前面依据《春
天里》命制的题目在创设文学体验情境的同时,也融

入了日常生活情境。 和信息文本一样,文学文本也

可以创设跨学科学习情境。 比如根据《春天里》文本

内容,我们还可以从风俗民情等视角命制指向跨学

科学习的题目。 因此,在开展区域质量监测试题命

制工作时,我们应该尽可能统整多样的语言运用情

境,从单一结构情境转向多元结构情境,全面考查学

生思维和认知发展情况,提升纸笔测试题目质量。
(二)真正基于被测者视角创设试题的语言运用

情境

区域质量监测的对象是九年级学生,我们在命

题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语文学习现状和生活经验,
创设更加合理、开放的语言运用情境。 比如我们在

信息文本命题中选用三则材料构成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语境。 材料一是新闻报道(片段),报道《小苹果》
这首“神曲”风靡社会这一事件;材料二是音乐评论

(片段),评析《小苹果》这类“神曲”的洗脑效应;材
料三是网络帖子(片段),展示各个群体对《小苹果》
这首“神曲”的自由评论。 其中一个题目内容为:材
料中,一些人对“好音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心目

中的“好音乐”又是怎样的? 请结合生活体验谈一

谈。 学生在回答题目的过程中观点新鲜多样、富有

深度。 比如关于“好音乐”的特点,答卷中出现频率

较高的词语为“抒发情感” “引人入胜” “优美舒缓”
“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等,还有诸如“古典音乐才

是最好的音乐,优美、经典的钢琴或古筝曲使人心情

放松,还可以提高个人修养”等个性观点。 此外,在
写作表达领域,我们命制的“任务写作”题目为:“举
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李白的经典诗句被生活在

现代科技社会的网友们戏谑了一番。 的确,人们在

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武装”下,逐渐减少面对面

的交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

流。 请结合现实生活,写一段公益广告宣传语,呼吁

人们敞开心扉,认真倾听、坦诚交流(不少于 50 字)。
这一题目和评析“好音乐”的题目一样,也统整了日

常生活和跨学科学习情境,答卷中很多广告宣传语

都表现了学生自身真实的生活体验,体现了他们对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 与其他题目

相比,这些题目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激活学生思维等

方面效果更佳,充分说明基于被测者创设语言运用

情境的必要性。
由于纸笔测试自身的局限,区域质量监测命题

在创设语言运用情境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近年来,
命制情境化的试题成为语文学业评价的现实诉求和

发展趋势,一些新颖的情境创设方式不断涌现。 比

如 2019 年浙江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嘉兴卷)就

尝试打通全卷试题之间的壁垒,在“大情境”中嵌入

“小情境”。 试卷创设“与同学一起去中共‘一大’诞
生地———嘉兴南湖研学”的“大情境”,并且贯穿试卷

始终;同时,各部分题目分别创设了“制定研学方案”
“寻访著名景色”“总结行程规划”“谈谈你对研学的

认识和期待”等“小情境”,为学生还原了真实的研学

路径。 这种突破传统的局部“小情境”创设,走向全

卷语言运用“大情境”统整的思路,为我们带来新的

命题启示。 随着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实践探索,基于

特定学习主题下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将成为纸

笔测试题目的主要形态,区域质量监测命题也会随

之深度变革,很多与语言运用情境创设相关的重要

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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