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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关于浙江卷
和全国卷的难度

不少人之所以认为全国卷难
度可能低于浙江卷，完全是基于
过往的经验。在前些年，高考全国
卷因为要兼顾各地教育水平，加
之有难度系数控制，其整体难度
不是很高。而浙江因为教育水平
相对较高，在高考选拔人才时适
当提高了难度。

但是，2017年新课标颁布以
后，情况有了变化。杨继林说，新
课标以后，高考大纲没了，难度系
数没了，高考命题的依据是课程
标准，充分体现了教学考评的一
致性，所有新课程下的内容，都可
以作为高考的考查内容。从这两
年的全国卷分析，其难度提升了
不少。浙江选择的，又是全国卷里
面相对来说最难的新高考Ⅰ卷。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高三老
师表示，从去年的高考卷来看，全
国的数学卷整体难度大于浙江
卷，且题目的创新性强。语文的阅
读量和主观题增加，也增加了考
生的难度。相对而言，英语较为平
稳。

全国卷难度变化的背后，是
新课标、新课程和新高考背景下，
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最终指向
的是国家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
问题。2019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发
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回答
了“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
问题，从而给出了“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
育根本问题在高考领域的答案。
高考的核心功能是立德树人、服
务选才和引导教学。

“我们常说孩子学习压力大，
需要大量刷题，这是因为反复刷
题曾经可以达到在高考中考出好
成绩的目的，平时教学自然就会
这样去做。新课标、新课程、新高
考下，评价指向了学生是否具备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真实问
题的能力，目的是引导学生成长
为国家所需要的人。这样的情况
下，靠刷题就不够了，学生需要理
解知识，认识社会，并能灵活运用
所学知识去解决问题，这是高考
改革的方向。”杨继林说，国家集
中力量进行高考命题改革，有利
于破除原有的问题。

浙江语数外回归全国卷再次引发热议

对浙江考生来说，难度降低了？
记者采访以后发现，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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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引 发 了 一 波 回 忆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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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调
学科核心素养

在鄞州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
长虞淑明看来，去年全国新高考Ⅰ
卷数学，虽然整份试卷没有偏题、
怪题，但是强化了对数学运算能力
以及推理论证能力和抽象概括能
力的考查，整份试题对数学运算能
力要求特别高，绝大部分考生难以
在2个小时内完成。试卷近一半的
题目都属于常规题型，但题目的考
法较为灵活，如果学生平时只是一
味刷题，不注重数学知识的理解和
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很多基础题目
上也会翻车。

“学生的计算能力、专注度、自
我思考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没有
思考，不把解题思路、原理搞清楚
的补课和刷题，效果将大打折扣。”
虞淑明说。

虞老师所带的班级是一个普
通班，她说班上有一名女生，明显
偏文，数学是她的薄弱学科，但她
有一个习惯很好，就是喜欢打破砂
锅问到底，哪怕有些问题在老师看
来很简单，她也一定要问到懂为
止，并且坚持做好错题分析。三年
下来，踏踏实实，尽管相比文科，数
学依然不是她的强项，但也能达到
中等水平。

更加注重考题中的学科核心
素养，这一点，体现在语文卷、数学
卷，也体现在英语卷中。

宁波中学高三英语老师李洪
娇告诉记者，分析新高考下的英语
卷，可以看出更注重语言应用能力
和推理判断能力。以阅读理解来
说，一是题量增加，阅读理解从3篇
增加到了4篇。而且，以往即便不
能理解全文，但仅仅通过寻找问题
的细节对应也能解答的情况大大
减少，现在阅读理解的问题，更多
是考察主旨大意，考察对文本的理
解能力，这对学生平时的阅读、单
词的掌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向新高考，李老师给出了几
点建议：一是基础要扎实，单词要
面面俱到，掌握熟词的生义；二是
做题速度要提高，可进行限时训
练；三是听力上要多听不同的口
音，这次的英语首考，就出现了英
美混合音；四是加大阅读量，原文
小说、故事、典范英语等，越早开始
积累越好，为作文做好储备。

从学《雷雨》到演《雷雨》。

宁波二中的同学们欣赏自己设计的
《雷雨》海报。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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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
与教学改革

高考评价方式的变革，必
然带来教育教学的改革。

周勤是宁波二中一名资深
的语文老师，在她看来，“三新”
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有些东西
一以贯之不会改变，比如紧扣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围绕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以文化
人”，以及阅读、写作、表达、交
流等本质的要求。但有些东西
确实在改变，大单元教学、学习
任务群的提出，从教材上就对
学生思维的广度、深度，和思想
的温度、厚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应在语文全国新高考Ⅰ
卷上，现在非连续文本阅读、文
学类阅读、文言文阅读和诗歌
阅读，出现两篇联读的概率在
不断增加，而且这两篇之间存
在内在的勾连性，这对学生思
维要求就明显提高了。

在平时的教学上，指向核
心素养的项目化、活动化教学
在增多。周勤举了个例子，比如
以往教《雷雨》就是教《雷雨》，
但今年，二中将《雷雨》搬到了
舞台上，这就涉及到海报设计、
剧本改编、排练布景、舞台表
达、摄影录制等一系列环节，形
成了一个真实情境下的演绎，
让学生跨媒介的学习，有助于
他们在综合性的语文学习中品
鉴语言、感悟人生、提升审美。

说到语文高考，不得不说
的还有作文。周勤说，她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感受，以往浙江卷
的作文命题，人文性的追求很
突出，比如“站在路边鼓掌的
人”“绿叶对根的情意”等。而全
国卷强化了思辨性，比如2021
年全国卷命题“生而强者不必
自喜，生而弱者不必自卑”，去
年是“本手、妙手和俗手”，教育
部考试中心最近的四省适应性
考试命题，作文主题其一是“简
约与繁复”，都体现出了很强的
思辨性。另外，原本浙江卷里会
出现浙江元素的作文命题，回
归全国卷以后，这样的概率就
几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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