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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年下半年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语文试题评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考）语文试题每

年在保持基本稳定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为了适应新课程标准

对学考的新要求，以及高考改革带来的考试评价的新变化，2022

年学考语文科目考试时间调整到下半年，试题结构也做出相应

调整。试题更加注重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考查，同时注重文化的

科学性，隐含对理性逻辑思维的重视，彰显对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

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素养的考查。

在能力考查方面，“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是新一轮高考

内容改革的重点，也是学业水平考试的重点。2022 年学考语文

命题全面考查考生的信息处理、分析综合、逻辑思辨、审美鉴

赏、语言表达等语文学科的关键能力，凸显应用性考查要求，

引导考生重视实践，学以致用。

在试题形式方面，2022 年语文学考与往年相比，题目顺序

及题型设计上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全卷将以往的七大板块内容

整合为“积累运用”“阅读”“作文”三大板块，在整卷结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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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显得更为简洁清晰，由易到难的考查顺序更符合人的思维

认知规律。同时，将“阅读”板块中的“论述类文本”与“实

用类文本”整合为“信息类非连续性文本”，顺序上调整到“文

学类文本阅读”之前，这次信息类文本阅读合二为一的调整，

使命题更为科学，有利于考生理性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下面，本文对 2022 年学考语文 A 卷试题特点作具体分析。

一、坚持立德树人导向，贯彻全面发展理念

2022 年学考语文 A 卷践行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有机融入

“三大文化”，育人功能明显。选取素材充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典型性、时

代性、创新性，彰显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

表 1 试题素材与价值导向对应表

试卷内容 素材 价值导向

积累运用
侗族木建筑、中国载人航天、《红
楼梦》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中国载人航天精神

信息类文本
陈俊侠《“青年鲁班”向世界展
示中国的工匠精神》、李斌《以
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文学类文本 杨子峰小说《朝我来》 革命文化

古代诗文 《史记·项羽本纪》《登岳阳楼》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作文
理性辨析网络舆论，合理发表网
络评论

提升媒介素养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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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积累文言阅读经验外，更能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认同，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趣味。本试卷文言文阅读部分选取

了教材必修下册《鸿门宴》的节选部分，第 16 题着重考查对文

言文文意的理解，引导考生深入理解历史，客观理性地评价历

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考生在理解评价历史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认识，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古代诗歌选取必修下册古诗词阅读篇目《登岳阳楼》，该诗

堪称杜甫律诗的经典之作，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时局动荡

的忧思忧虑。考生在赏诗及作答过程中，可以体会诗人困顿的

处境及心系天下的胸怀。古诗鉴赏通过经典诗篇激发考生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培养民族审美趣味，提升文化自信。

（二）重视选取中国革命作品，培养爱国崇高情怀。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是一部曲折多彩的历史，

其中的许多感人事迹可歌可泣。文学类文本《朝我来》，刻画了

一位普通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船老大深明

大义、智勇双全，为民族大义勇于牺牲。选材具有时代特色，

能在阅读过程中激发学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第 13、14 题通

过对人物形象及标题“朝我来”的考查，能加深学生对中国革

命传统的认识，深入理解抗日志士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

人格，感受其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

（三）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引导参与实践建设。

关注当下，做好当下是当代青年的责任。本试卷注重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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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内容与学生成长相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当代生活实践。

信息类文本以“青年鲁班”李德鑫的事例及新闻评论《以工匠

精神雕琢时代品质》为载体，让学生在阅读中进一步认识“工

匠精神”的内涵。第 8、9 题的选项内容能让学生明确“工匠精

神”对个人、对国家的作用，激励他们坚持在学习工作中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

作文以互联网这个巨大的生活空间为背景，以新闻关注度

较高的舆论反转现象为材料，引导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

息，提高理解、辨析、评判媒介传播内容的水平，以正确的价

值观审视信息的思想内涵，以“有话好好说”的态度涵养正确

的媒介素质。

二、保持与高考评价同向同行，持续深化学科核心素养考查

高考评价体系是发挥高考正向积极导向作用的坚实基础，

也是学业水平考试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

的指向应保持一致。2022 年 A 卷语文命题遵循高考学科核心素

养要求，检测学生的语文素养发展水平，这既是对新课标“坚

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语文学科育人功能”这一基本理念的落

实，也是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服务评价，导向教学，推动语

文课改走向深入，促使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转变”这

一要求的回应。

本卷试题根据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既各自独立，

又相互依存；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融通”的特点进行设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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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的 “积累运用”“阅读”两大模块中侧重考查某个方面核

心素养，在“写作”模块中综合考查核心素养，合理安排核心

素养的考查比例。此外，本卷试题还在以下 4 个方面表现出鲜

明的语文核心素养特征：

（一）将命题设置与生活现实相结合，创设实际应用的问

题情境，体现出语文核心素养特征之一——语言建构与运用。

试卷的第 1、2、3 小题，选择广西侗族传统建筑主题的语

言素材，将字音字形、词语运用、语病修改三个考点的考查嵌

入整段文字素材中，在具体的阅读情境之中考查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侧重检测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方面的素养。

（二）重视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运用知识和技能有效地分

析、推理、评价和探究的能力，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特征之一—

—思维发展与提升。

第 9、10、11 小题，选择世界技能大赛主题的新闻报道和

劳动光荣主题的课内议论文章片段，以非连续性文本的形式，

设立信息筛选与整合的试题，要求学生运用理解、分析综合、

逻辑推断等能力进行解答，侧重检测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

方面的素养。

（三）选择反映祖国语言文字独特美感的素材内容，设置

审美体验、评价的认识过程，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特征之一——

审美的鉴赏与创造。

第 18、19 小题，选择课内杜甫诗歌《登岳阳楼》，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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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技巧、情感设问，增强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

使学生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独特的美，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

感情，在此过程中考查文学鉴赏评价能力，侧重检测学生“审

美鉴赏与创造”方面的素养。

（四）博采古今艺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拓展文

化视野，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特征之一——文化传承与理解。

第 15、16、17 小题，萃取名家经典作品，以优秀文化涵养

人，选择了课内文言文《鸿门宴》文段设题。文本反映了一次

古代政治军事斗争的过程，表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内涵。试

题通过对文言字词句篇设问，考查学生古代诗文阅读能力，侧

重检测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方面的素养。

此外，第 20 小题是作文试题，以课内学习活动单元“信息

时代的语文生活”为依据，选用真实新闻事件为素材，通过材

料作文形式，综合考查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综合以上分析，本试卷优点是全卷围绕语文核心素养进行

设计，测量目标明确，素养比例基本均衡，能有效考查学生的

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足之处是考查“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

的试题比例略低，希望在下次命题中能加以改进。

三、强化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

（一）德育为先，五育并举，凸显育人功能。

试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

索德智体美劳考查的有效途径，彰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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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试卷在德育和智育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精神等

内容的考查。语文试卷发挥素材育人优势，形成育人合力，引

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谱写壮丽的青春之歌。

（二）春风化雨，渗透美育，提升审美品味。

试卷积累应用部分选取具有广西特色的侗族传统建筑素

材，引导学生关注民族建筑，感受侗族手工匠人的建造巧思、

侗族建筑群的气势磅礴和结构精美，感悟侗族工匠在劳动过程

中的艰辛和乐趣，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培养考生

审美意识、提升审美情趣。

（三）热爱劳动，劳动铸魂，体现劳动价值。

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也塑造着人的思想

品格。阅读 I 的两篇素材聚焦“工匠精神”，更是鲜明地体现了

劳动教育的内容。“青年工匠”李德鑫获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金

牌的新闻，展现了青年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价值取向和尽

心竭力、专心如一的精神品质。《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的

课文节选，阐述了工匠精神的内涵，点明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

呼吁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践行。这些素材弘扬劳动精神，

引导学生认识“工匠精神”的意义与价值，从而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念，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创设真实典型命题情境，考查内容多样、综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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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

实践活动情境是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发展和表现的载

体。”“考试、测评题目应以具体的情境为载体，以典型任务为

主要内容。”在新课标指导下的任何考试，都离不开情境化命题，

可谓“无情境不命题”。“语文实践活动情境主要包括个人体验

情境、社会生活情境和学科认知情境。”本次学考试卷紧扣这 3

种情境选材、命题，情境呈现出“真实”“典型”等特征，考查

内容呈现多样、综合、开放的特征。

（一）双重、多重真实情境的创设。

“积累运用”部分涉及三段语境素材，体现出学科认知情

境与社会生活情境紧密结合的特征。1-3 题选取“广西侗族传

统建筑”材料，关注广西特色文化，贴近考生的社会生活情境，

在此基础上考查字音识记、词语运用、病句辨析与修改，将社

会生活情境与学科认知情境相结合；4-5 题关注当前“神十四”

“神十五”发射、建设中国空间站的关键时期，选取《中国青

年报》“中国空间站建设”相关材料，考查标点作用和修辞运用

两种题型，其中试题的选项例句部分出自教材，部分出自课外，

体现课内外结合的特点，既考查了学生由课内到课外的知识迁

移能力，又在考查中发展学生学科认知能力。

“积累运用”第 6 题，则是结合新教材对整本书阅读任务

的要求，创设对“红楼梦人物评价”的情境，体现了个人体验

情境与学科认知情境的融合。曹雪芹敢于刻画“真”性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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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试题特地选取了《红楼梦》中最典型、最耳熟能详的两位

女性人物王熙凤、林黛玉，让学生填写。一个是根据人物典型

性格填写人名，一个是对比“命运相似、遭遇相类”的史湘云

与林黛玉的性格，填写人物性格特点。学生对《红楼梦》有一

定的阅读，则能迅速识别情境做出判断并填写。此外还有小说

和古诗试题，也体现了个人体验情境与学科认知情境结合的特

征，此不赘述。

作文材料，选取一位乡村基层干部“80 后”白发书记，因

“白发”被质疑，真相大白之后，又出现舆论反转的现象，以

此引起学生对网络素养、媒介素养的思考，展开写作。信息时

代、网络时代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上过网，有些学生甚至当过“键

盘侠”，对网络他们是最有话可说的群体，学生可以结合个人体

验，理性表达自己对网络素养的思考。作文题可以说是“个人

体验情境、社会生活情境和学科认知情境”多重真实情境创设

的典型。

（二）设置多样、综合、开放的考查任务。

信息类文本的选择题既考查筛选又考查整合信息，既考查

理解分析能力，又考查一定的逻辑推断能力；主观题考察综合

概括能力，需要整合两则材料，才能完整概括出答案，体现了

对多样、综合典型任务的考查。古文阅读，选自教材《鸿门宴》，

虽然只是“学科认知情境”的单情境创设，但是考查了文言实

词、文言句式、翻译、文意理解等方面。小说阅读，客观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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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主观题设计了人物形象分析

和标题作用分析，设置的考查任务综合而多样；值得一提的是，

小说主观题分析标题的作用，必须要结合小说的情节、人物、

主题等多方面，才能准确分析，对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

“积累运用”部分“补写”题，其中一空，是填写林黛玉

的性格特点，但这一空又不是填什么性格特点都对的，需要结

合语境，注意到它与史湘云“豪爽开朗”的性格形成对照的要

求，才能准确填出。我们预设的答案是“多愁善感”，但是学生

填“谨小慎微”“敏感多疑”等答案也是对的，因为它与语境中

的“豪爽开朗”形成了对照。补写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允许多

样答案，体现一定的试题开放性特征。

五、控制合格性考试难度，引导基础语文教育改革方向

试题命制充分考虑广西学情，加强教考衔接，深化基础性

考查，在追求语文知识、能力与素养的融会贯通，在检查高中

语文教学的同时，引导基础语文教育的改革方向，促进素质教

育的全面发展。

（一）对标课程标准，贴合学业质量水平要求，整体把控

试题难度。

全卷试题所选素材，既有高中必修教材的篇目，也有出自

名家选文或者报纸杂志摘录的篇章、语段，选用的语言材料具

有时代性、典型性和多样性，贴近学生生活，语言文字浅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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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优美流畅，阅读难度适中，无偏题、怪题，符合新课标对

学业水平考试的能力层级要求。

文言文阅读选取了必修教材《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名篇

《鸿门宴》，着意考查考生对文言文基础实词、文意的理解和文

言句子翻译，引导教学落实课标和教材要求掌握的古文阅读基

本知识和技能，难度设计符合高中文言文教学水平要求。

现代文阅读包含信息类文本阅读和文学作品阅读。信息类

文本围绕“工匠精神”话题设题，考查筛选、归纳、概括原文

信息的能力；文学作品阅读充分利用小说的特定情境，要求考

生运用必备的基础知识分析鉴赏小说的情节及艺术特色、人物

形象特点、标题作用。这些试题都是高中学生在进行文本阅读

时需要掌握的基础性知识，难度设计符合广西高中的学情和考

情。

（二）减少试题量，突出能力考查，贴合实情设计难度。

试题总数较往年减少 3 题，题量减少了，考查的能力要点

并没有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增加了主观题，减少客观题，突出

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解决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在试卷整

体设计上，通过科学布局，实现对考生不同能力的全面考查和

综合评价，无论是阅读，还是积累运用与写作试题，均注重能

力考查的全面性、多样性、层次性。

试卷 1-8 题涉及三个语段，考查字音、词语、病句修改；

标点、修辞；补写句子；文学文化常识及情境默写，题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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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广西考生学业实情，难度适中，有一定的区分度。

现代文阅读两大题，难度设计中等偏下，其中客观题主要

考查信息的筛选和辨析，考生只要仔细对照原文，应该可以正

确作答；主观题考察信息概括及文学鉴赏相关内容，考生需在

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辨析作答，试题有一定的难度和区分度。

作文题考查考生应用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启发考生培养

理性辨析网络舆论，合理发表网络评论的媒介素养，话题贴合

考生生活实际，让考生有话可说，难度适中。

全卷设计难度与往年持平，符合广西高中语文教学实情，

实现了合格性考试对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审美鉴赏、表达与

写作、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的综合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