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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语 言文字运用题是历 年来 高考语文 必考 的板块 ，
也是变化频率最 高 的 一类题 目 。 在 高 考改革

的 形 势下 ，
近两年的语言文字运用题呈现 出 非 常 明 显 的情境化特征 。 分析研究语 用 试题

，
可 以 更清晰地感

受新课标理念在 高 考命题 中 的渗透 、 融入 ，发现其对课堂教学 的指 引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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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运用题历来被称为

高考语文改革 的
“

试验 田
”

、应 和

新课标理念的
“

重头戏
”

， 是语文

试卷中变化最繁妙 、样式最灵活

的风景 。 试题选 文贴近 考生 生

活 ， 密切关注 当前教育 、科技 、 文

化 、健康等社会热点 。 本 文试通

过对近两年全 国卷命题 的分析 ，

探讨全 国卷语用题的情境化特征

及其对课堂教学的指引作用 。

创新形式 ，测评重视
“

情境
”

新课标 中 ３４ 次提及
“

情境
”

一词 ， 并在
“

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

命题建议
”

中提 出
“

考试 、 测评题

目 应以具体的情境为载体
”

， 指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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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两年语用题的

考查 ， 除 了 出 现频率最 高 的
＾

补

句
” “

成语
” “

病句
”

外 ， 命题形式

有 了很大创新 ， 呈现 出 非 常 明显

的情境化特征 。

（

一

） 引 导 学 生 细读 文本 ， 创

设个人体验情境

新课标指 出 ：

“

通过在语境 中

解读词汇 、理解语义的过程 ，树立

语言和言语的相关性和差别性的

观念 。

”

语文教学应充分引 导 、 考

查学生对语言的模糊性 、 多义性 、

象征性 、 暗示性 的 把握 ， 实 现从
“

语
”

到
“

文
”

的转变 。
２０２ ３ 年新

课标 Ｉ 卷的语用第 ２０ 题
， 即是引

导学生从文本语境 中体会作者独

特的语言表达能力 ：

２０ ． 文 中 有三个重叠 形 式
“

处

处 、 微 微 、 早 早
”

，
说 说 它 们 和

“

处 、微 、早
”

相 比
，
语意上各 自 有

什 么 不 同 。

叠词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语言

现象。 本题看似简单 ， 但得分率

很低 。 究其根本 ， 是考生没有细

读文本及认真审题 ， 仅凭经验 回

答 了 叠 词 的 作 用 如
“

增 强 韵 律

感
” “

强 调
”

， 或
“

语言更活 泼 、 有

画面感 、表现祥子更勤劳
”

等答题

套话 。 题 目并未要求考生专业地

答出不同词性时 ＡＡ 式叠词的细

微差别 ， 只需根据语境判断出 叠

词和 原式在
“

语 意
”

上 的 不 同 。

考生 细 细 品 味 即 可 得 出 各案 ：

“

处
”

表示地方 ， 重叠后表示每一

个地方 ；

“

微
”

表示 轻微 ， 重叠后

表示更加轻微 ；

“

早
”

表示时间 比

较靠前 ，重叠后表示时间非常早 。

（
二

） 设置 交 际 场 景 ， 创 设社

会生活情境

２０２３ 年 的全 国 甲 卷语用题

第 ２ １ 题 ， 为考生设置 了
“

给学生

讲解成语
”

的交际语境 ，让考生带

着 目 的去解决 问题 ， 跟潜在 的 听

者对话 。 这类试题的设计很有前

瞻性和现实意义 ， 答案 不再是静

态的赏析 ， 而是动态的表达 ， 引 导

考生学以致用 ， 从会
“

解题
”

到 会

“

解决问题
”

。

２ １ ． 星球 小 学邀请你 给 学 生

讲解成语 。 请从下 列 三个成语 中

任选一 个 ，
借鉴 第 三位教师 的 讲

解方 法 ， 拟 出 讲解要点 。 要求 阐

释准 确
，
语 言 流 畅 ，

不 超 过 ６０

个字 。

卧薪 尝胆 庖丁 解牛 一鼓

作气

本题要求借鉴第三位教师的

方法讲解新成语 ， 即
“

成语原意
”

与
“

后 来 的 用 法
”

两部分。 回 答

本题是对成语 、 典故等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的继承和弘扬 ， 考

生需熟知成语 的含义 （ 都 出 自 中

小学语文课本 ） ， 也要考虑表达任

务的情境场合及受众对象的知识

水平与期待 。

（
三

） 建立 多 文本 关 系 ， 创 设

学科认知情境

语用素材看似短 ， 人题却点

多面广 ， 不禁锢于封闭 的系统 ， 而

是有机引人文外素材 ， 要求考生

运用 文本 的原理 （ 观点 ） 解释新

的现象 。 它检测 的是考生理解 、

鉴赏
“

两个文本
”

的 内 涵及联 系

的能力 ， 极大地增强 了试题的拓

展性 、 灵 活 性 、 新颖性 。
２０２２ 年

全国 乙卷的第 ２０ 题即是如此 ：

２０ ．

“

眼 中 风
”

因 和脑血 管 疾

病
“

中 风
”

有 诸 多 相 似 而 得 名 。

与 此 类 似 ，

“

打 笔 仗
”

源 自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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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

。 请简 述
“

打笔仗
”

的含义并

分析它得名 的缘 由 。

考生需抓住题 目 中 的关键词
“

相 似
”

：

“

眼 中 风
”

即 眼 睛
“

中

风
”

， 指动脉或静脉阻塞这类 眼

病 ； 故
“

打笔仗
”

即用笔
“

打仗
”

，

指通过写文章进行争论。 眼 中风

和脑中风有相似之处 ， 如发病都

很突然 ， 都可分为缺血性和 出 血

性 ，都有严重后果 ； 打笔仗与打仗

都有对立 的双方或多方 ， 都存在

有争议的 问题 ， 目 的都是通过斗

争以压倒对方。

二 、创设情境 ，

“

活 水
”

需 有

源头

考试是推动学生核心素养落

地的关键环节 ， 高考评价体系 中

的核心功能就有
“

引 导教学
”

的

表述 ，这对教师组织情境化课堂

与有效备考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 。

（

－

） ＾＾单元任务 ， 引入情境

《２０２２ 年高考语文试题评析》

中强调 ：试题材料呼应教材 ， 题干

设问 、答案设计注意与教材 中 的

重点 内容建立知识链接 ， 增强和

教材的关联度 ； 引 导教学重视教

材 、用好教材 ， 以提升课堂质量的

方式来提高学生成绩。 新高考改

变了 曾经
“

教考两张皮
”

的错位

现象 ， 引 导师生把最宝贵 的 时间

放在对教材的
“

应教尽教 ，应学尽

学
”

上 。 例 如 ，
２０２３ 年全 国 甲 卷

第 ２０ 题要求学生任选两位教师

的讲解作出评论。 这道题是对教

材必修上册学 习任务
“

学写文学

短评
”

的转化运用 。
２０２２ 年新课

标 ＩＩ 卷信息类文本 《谈谈调查研

究》和 《亦谈社会调査 》 ，分别对应

必修上册
“

家乡 文化生活
”

和
“

整

本书 阅读
”

学 习 任务群。 教师要

善于从教材中就地取材 ， 充分利用

书籍 、网络资源 、文献资料等 ，将学

生引 人
“

活
”

的语用情境之中 ， 引

导学生关联课内外 ，实现新旧知 ｉ只

的迁移 、建构和转化运用 。

（
二

） 开展情境教学 ，
点拨指导

情境教学解决的是学生认识

过程中 的形象与抽象 、 实际与理

论 、感性与理性 以及 旧 知与新知

的关系和矛盾 。 高 中生还处在形

象思维到抽象思维 的过渡阶段 ，

在课堂上 自 觉主动地发现问题 、

提出 问题对他们而言还有一定难

度 。 因此 ， 教师在组织教学 的 时

候 ，要设置有效的问题 ，并充分点

拨指导 。 情境教学 的开展 ， 并不

局限于语文课堂上 ， 还可 以在课

前预习 和课后拓展 中 ， 在各种语

文性综合实践活动 中 ， 也可 以存

在于专题阅读 、 整本书 阅读和写

作中 。 小到一句绝妙广告语的评

论和仿写 ， 给班级老师 同学写颁

奖词 ，大到对一个作家一个年代

作品的阅读品鉴 ， 但凡遇到能开

展言语实践的时地和人事 ，都可创

设
“

活
”

的语用情境 。 例如在 《记

念刘和珍君 》 的教学 中可 以这样

点拨 ：

“

课文的一 、二部分出现了完

全相同 的句子
‘

我也早觉得有写

一点东西 的必要 了
’

。 这两处 的

情感内涵有何不同 ？ 

”

学生在问题

的驱动与教师的引导下主动走人

情境 ， 自 主展开对知识 、对内容的

深度探究与分析 ，进而在感受语言

文字力量的过程中 ，得到情感的深

化 、思想的升华与能力的提升。

（三 ）形成高阶思维 ，走出情境

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 ，

有 自成一套的规律与方法。 新课

标强调课程 内容结构化 、语文知

识结构化和文学知识结构化 。 结

构化思维的本质就是把零散的思

维 、知识 、信息 、数据等用一个
“

大

概念
”

整合起来 ，从整体视角思考

问题和建构模型 。

最初 ， 教师带学生
“

人境
”

，

根据学生 的实际水平搭设支架 ，

帮助学生准确深人地理解学科情

境 ，持续激发学习 动力 和热情 ，
才

能达 到 情 境 与 活 动 的 终 极 意

义——
“

出境
”

， 即 由课堂活动走

向意义探究 ， 并在任务基础上反

思提炼 ， 习 得
“

核心 的概括性知

识
”

，达成对大概念的深人理解 ，

形成高阶思维 。 指向关键能力最

高级别 的
“

迁移创新
”

维度包含

两个层级 ：

一是个性表达 ，
二是批

判探究 。 学生在情境中发现语言

规律 ，解释语言现象 ，感受语言风

格 ，完成思维进阶 ， 这才真正实现

了核心素养的提升 。

高考语文情境化试题的命题

思路和发展趋势是教育改革不断

深人的必然结果 。 这种命题形式

注重考査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

语言知识的能力 ， 已 然成为检验

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 ，

同时也是达成
“

必备知识 、关键能

力 、学科素养 、 核心价值
”

四层考

查内容 目标的关键途径。 情境化

背景下的语用命题呈现出在变化

发展中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 ， 未

来的命题将继续朝着课程新理念

进发 ， 引 导课堂情境化教学 ，着力

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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