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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考，是统编教材实施之后
的第一次中考，大家都高度重视，热切期
待。一份语文试卷，最引人关注的肯定
是事关语文“半壁江山”的作文。

今年宁波卷中考题，任务型写作是
“以今天（6月14日）宁波市2019年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为背景，挖掘新闻素材，写
一则消息”。对于命制这样的小作文题，
其实完全在意料当中，这样的任务型表
达，新鲜而不意外。因为：

基于教材，考查表达能力。写作消
息这一能力要求源自统编教材，整个八
年级上册第一单元，都在围绕新闻这一
体裁进行活动探究。教材从新闻知识、
新闻阅读的路径、落实新闻采访的任务，
到最后“怎样写消息”的技巧点拨，每一
个环节都有详细的策略指导。所考的，

都是学过的。
基于生活，落实知识的运用。“书上得

来终觉浅”，创设真实的写作情境，让学生
有话好说是写作教学的一个法门。这道
题，活学活用，以最真实的情境，考查学生
开发新闻素材的能力，写作知识的实际运
用能力，是这份试卷的一大亮点。

基于思维，挖掘新闻素材。这道题
的难点，在于学生在紧张的考试压力之
下，不知道如何下手。考生可以写什
么？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能写的太多
了！从社会关注度上看，可以从考试院
对今年中考的具体安排做一个介绍，如
参加中考的考生人数，考试的时间，查分
时间。从生命个体看，父母这段时间怎
样为你做饮食调理？一早，你赶到考场，
路上看到了什么？交通拥挤吗？到了校

门口看到了什么情景？老师穿着什么？
他们说什么？然后把这些材料进行分
析、归类、整理，从而提炼出最有新闻价
值的优秀素材。甚而至于，2019年宁波
市学业考试的试卷中都有写作素材可以
提炼，比如首次将消息写作放入语文中
考，比如整份试卷加大了传统文化的考
查分量等等，这些都可以从学生的视角，
成为优秀的素材。

这样的题目，启发我们怎么学习语
文——用好生活，为了生活。语文的学
习从来不该停留在书本，更大的天地在
阅读、在生活本身；学习语文的目的绝不
仅仅为了得考试高分，更是为了提高我
们的生活能力，新闻写作，就是为了以后
我们的工作学习服务的。

记者 徐叶 整理

《宁波晚报》上了
2019年中考语文试卷
越来越多的新闻入题，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昨天上午10点
半，2019 年中考语
文考试一结束，作文
题成了热议话题。
今年的语文小作文
题将《宁波晚报》作
为“背景”信息，涉及
到了新闻写作中的
消息体裁，而大作文
题“话说家乡”，将近
日频频见报的“垃圾
分类”也作为家乡风
尚的内容举例。

“新闻”以各种
形式频频入题，除了
语文还广泛渗透到
各个科目，这些都透
露了什么样的信号
呢？

新闻和媒体入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
一次。记者发现，以往入题的以新闻报道为主，此
次则选择了新闻写作体裁。

回顾本地媒体入题经历，仅语文卷就上了多次，
真的“很忙”。比如2018年中考语文卷。《宁波日报》
一篇题为《“科幻世界”中的新宁波品牌》就出现在阅
读理解部分，作为阅读材料出现。题目总分值是10
分，相当于语文总分（150分）的十五分之一。

更有趣的是，2012年《东南商报》甚至还“猜”

到了浙江省高考作文题。就在当年考试前的十多
天，《东南商报》的头版和第2版刊发了和考题一模
一样的博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除了语文卷外，社会（历史与社会·道德与法
治，简称“社会”）也是高频率将新闻入题的学科。
四眼碶中学社会与思想品德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
陈家晶老师常发朋友圈感慨，“看看最近的新闻，又
可以给孩子们出练习卷了”“为防考试无话可说，必
须多读报看新闻”。

中高考，本地媒体“很忙”

新闻（媒体）入题因其鲜活生动、贴近生活，
让考生喜闻乐见、倍感亲切。记者了解到，昨天
上午不少学生考完出考场，不约而同提到了《宁
波晚报》，提到了很多宁波美食、美景，兴致还挺
高的。

记者通过搜索历年高考卷得知，其实新闻（媒
体）入题，并非宁波特色，各地都属“真爱”。翻阅近
几年高考试卷中涉及的新闻素材，上至国家大事，下
至家长里短，无所不包。入选的题目，从词语选用、
找出语病，到语句表述和社科阅读，当然还有作文题
中，新闻入题的创意层出不穷，角度更是“刁钻”。

倘若从命题角度加以归类，主要有以下一些方
式入题：

新闻概要，要求给新闻拟写一个标题。（2007年

高考福建卷）
新闻点评，以新闻报道为依托，点明要害。

（2006年高考北京卷）
新闻串词，为使新闻播报更加平易自然，加承

上启下的话。（2004年高考全国卷）
取关键词，提取一段话中的主要信息，写出四

个关键词。（2005年高考全国卷）
新闻采访，根据专家回答概括主持人的提问

语。（2007年高考安徽卷）
补写结语，根据文意写出结论性的意见。（2004

年高考浙江卷）
图表分析，根据短讯，报道黄金周旅游情况。

（2007年高考天津卷）
记者 徐叶

新闻（媒体）入题，并非宁波特色

不难发现，无论是高考语文作文，还
是中考社会科目，选用本地新闻作为试
题素材的越来越多。这样做，可以引导
学生了解、热爱家乡，更多关心读书以外
的世界，自然是多多益善。

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新闻入题值得点赞。消息写作，在
历年考题中不多，但这不代表学生一窍
不通。三四年级学生为学校体育运动会

写一篇报道，不正是这种写作形式？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显然不能局限

于“考试考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
么”，而是要创造便利条件，让学生在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多让他们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活得更接地气，
帮助学生们更好地触摸新时代的发展脉
搏，感受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
成果。

新的社会环境下，信息的获得越来
越多元。孩子们可能被勒令不要过多的
接触手机等电子设备，因为怕伤到眼睛，
或沉迷游戏，但孩子依然可以通过阅读
纸质内容来学习。

每天都接触一点点，培养独立思维
能力和犀利的“眼神”，因为现在所考察
的内容，大多不是“临时抱佛脚”可解决
的。

专家点评

本地新闻入考卷是趋势，多多益善
宁波市教科所基础教育研究室 李丽博士

中考作文，新鲜而不意外
海曙区教育局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宁波市名师 陈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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