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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时。

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高考印记。对于今

年这届浙江考生来说，共同的高考回忆里一

定少不了一个关键词：全国卷。

今年，随着浙江的语文数学和外语学科

“回归”全国卷中的新课标Ⅰ卷，使用全国统

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达到了28个。

时隔 19 年，浙江高考生再次与全国卷

“正面交锋”，是啥感受？恢复高考 46 年间，

高考命题为何会经历“全国卷-省市独立命

题-回归全国卷”的变化？高考试卷分合之

间，又有哪些变和不变？

时隔19年，浙江高考生再次与全国卷“正面交锋”

全国卷回归初体验
题目新且活，靠刷题就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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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作文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以今年高考为例，全国卷共有4种类型，分别

是供采用传统高考省份使用的全国甲卷和乙

卷，及供已实施新高考改革的省份使用的新

课标Ⅰ卷和新课标Ⅱ卷。此外，还有北京、上

海和天津的自主命题高考卷。

先来品品新课标Ⅰ卷的初体验滋味。

“今年的作文题乍一看平易近人，但要写

出彩可不容易。”昨天中午 11 点 40 分，一名

男生走出杭州第二中学考点，几句话就逗乐

了现场记者和家长。

他说，今年的作文主题是“故事”，提到

了“故事是有力量的”。在这位男生看来，作

文想要脱颖而出，需要写出思辨性，很考验考

生的“内功”。

也有考生有备而来。“之前就听说全国卷

的作文题很活，不过考题在我的准备之内。”

杭州第十四中学考点第一个走出考场的同学

说，他在作文里写了抗疫和路遥的小说，自我

感觉不错。

高中特级老师、曾经作为浙江语文高考

卷阅卷的老师和作家们，也第一时间跟记者

聊起他们的感受。

曾参与多年浙江语文高考试卷阅卷工作

的浙大中文系教授吴秀明发现，今年的作文

题和往年的浙江卷作文题脉络相通，这对于

从浙江卷过渡到新课标Ⅰ卷的浙江考生来说

是个好事。“从审题角度看，题目较大众化，容

易和日常生活联系，所以不会难下笔。”吴秀

明说，要想在这个题目上拿高分，要挖掘出

“好的故事”力量，考察的是思考能力和哲学

探索能力。

浙江作家周华诚也很关注今年的作文

题。“每个考生都在各种故事中长大，小到个

体，大到省份、国家，可写的内容太多了。”周

华诚说，从作文题也能看出，语文高考卷越来

越关注考生的核心价值和综合素养。

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高三语文备课

组长、特级教师张洪峰则发出感慨：新课标

Ⅰ卷推出 4 年，风格变化都挺大，有的考验

思辨性，有的看重生活积累，“作文题要让

考生尽可能有发挥空间，很考验命题组的水

平。”

全国卷的初体验
考生老师怎么看

实际上，浙江“回归”全国卷并不是最近才公布

的新鲜事。

2020 年 6 月，浙江就已明确 2023 年高考语文、

数学和外语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浙江卷的变

化其实是中国高考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

“不仅是浙江，全国多数省份的高考试卷都经历

了全国卷-省市独立命题-回归全国卷的变化过

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看似是从全国卷回归全国卷，其实两次“全

国一盘棋”的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刚刚恢复高考时，因为高考总人数有限且并不

是各个省都有自主命题的能力，所以让全国高考生

考同一套高考卷是当时的最佳办法。后来，因为不

同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不同，且高考人数越来越多，

全国用同一套高考卷的弊端也逐渐显露。

储朝晖分析，探索分省自主命题正是教育职能

部门为解决这些难题作出的积极探索。例如，1985

年，上海率先进行高考改革试点，开始单独命题。到

了2004年，包括浙江在内的9个省市实施高考自行

命题。全国一度有约一半的省试行自主命题。根据

他的多年观察，分省自主命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激

活了各个省教育教学的改革活力。

转折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和高

考相关的大事情。一件是上海和浙江先行试点高考

综合改革，另一件就是国务院明确了“2015 年起增

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

这两项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目标：让高考变得更

加公平。“随着印刷、传输等技术的发展，试卷保密运

输难的问题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部分省命题

水平不一、质量不高等问题。高考卷全国化因此成

为新趋势。”储朝晖说，“回归”的全国卷，不再是一卷

走天下，而是提供4种试卷类型，供采用传统高考和

新高考等不同高考模式的各个省份进行选择。同

时，各个省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所有学科都

采用全国卷或部分学科采用全国卷，这既提高了高

考命题质量，还保证了各省能有一定自主权。

在他看来，近年来，浙江、江苏等教育质量和自

身命题质量较高的省也陆续选择“回归”全国卷，证

明了各省对于新全国卷使用的便捷与效能的认可。

而高考试卷数次分合背后，更是教育部门对于如何

让高考更为公平的不断实践。

高考卷为何分分合合
此次“回归”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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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高考生同考新课标Ⅰ卷的，

还有江苏、山东、安徽、广东等已实施新

高考改革的7个省份的考生们。在高考

前夕，本报记者也和几位曾亲历过新课

标Ⅰ卷的考生们聊了聊。

“题型很新颖”是考生们对往年新课

标Ⅰ卷的共同评价。“我接触这些不按常

规套路‘出牌’的创新题型时，有些蒙。”

2021年参加江苏高考的男生小夏说，但

他逐渐发现，虽然题很活，但考的知识点

还是自己高中所学的，只是更加考验考

生能否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同样是2021年在山东高考的女生小

于，因为平常思维就比较活跃，就比较喜

欢这些更有新鲜感的考题：“从我身边同

学们的体验来看，大家从地方自主命题卷

过渡到新课标Ⅰ卷，状态都挺平稳的。”

张洪峰把新课标Ⅰ卷形容为“最熟

悉的陌生人”。“浙江提前三年明确了使

用全国卷的时间，留给师生的备考时间

比较充裕。”张洪峰说，在深入研究后，该

校备课组老师们发现新课标Ⅰ卷考察的

知识点，其实都是课本里的知识点及其

延伸。只要同学们日常学习时从单纯的

知识复习向学思结合、注重语言运用能

力的转变，哪怕是第一次面对全国卷也

不在话下。

一位省内资深的教研员告诉记者，

新课标下的高考全国卷，更加注重考察

学生的核心素养，最终指向的是国家需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这样的前

提下，靠刷题就不够了，学生需要理解知

识，认识社会和遇到问题时的灵活思维。

或许还会有一些变化会在分合之间

悄悄发生。

“很多人认为高考考试和招生是两

部分，高校招生通过分数排名投档，所以

采用什么卷子，看起来似乎对大学招生

环节没有影响，实则不然。”一位国内知

名高校浙江招生组负责人表示，高校会

长期观察这些用不同类型考卷选拔出来

的学生，分析他们的优秀程度是否有差

别，并可能将此作为校内一些培养方案

调整的参考。

考察核心素养
“靠刷题就不够了”

义乌市城镇职校考点义乌市城镇职校考点，，高考上午考试结束后高考上午考试结束后，，考生们轻松走出考场考生们轻松走出考场。。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金华金华 胡肖飞胡肖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