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 ，
作文中 “成长与发展” 是关键词。
其中大作文第①题 “新时代新青
年———谈在祖国 发 展 中 成 长 ” ，
意在引导考生回顾自己成长的
经历 ， 思考祖国发展与个人成
长 之 间 的 关 系 。 考 生 经 历 过
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北京 奥运
会 ， 神 舟 十 号 与 天 宫 一 号 对
接 ， 蛟龙号 、 “复兴号 ” 高铁 、
大飞机、 航母出海试航等重大科
技成果，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
发展等辉煌成就都会影响学生的
发展和成长， 写作背景广阔， 内
容贴近考生生活， 有话可说， 有

议论可发。
大作文第②题 “绿水青山图”

要求考生展开想象， 用记叙文描
绘自己向往的生态文明图景， 可
写内容很多 ， 如消除空气污染 ，
治理水污染， 防止土壤污染， 整
治环境 ； 吃得放心 ， 住得安心 ；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等。 可以适
当虚构， 也可以在写实的基础上
适当展开想象。 写作题目画卷感
强， 富有审美性和文学意味， 利
于有特长的考生发挥。

北京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刘
智清说， 微写作三道题关注学生
名著阅读的实际获得， 难度不大，

所有考生都有话可说。 对真正热
爱阅读、 读有所思 、 思有所写 、
写有所达的考生来说 ， 是一个
展 现 自 我 能 力 的 机 会 。 考 生
答 题时 ， 要注意结合名著具体
内容 ， 不能笼而统之 ， 泛化表
达 。 教师可在常态教学中创设
各 种 语境拓展微写作训练的空
间 ， 在 微 中 见 “ 力 ” “ 细 ”
“妙”， 综合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
与表达能力。

作文两道题都围绕 “成长 ”
关键词， 要求考生结合自己成长
与生活的背景展开写作， 把个人
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 考生一
定有话可说， 小到身边事， 大到
国家事； 小到生活中衣食住行的
变化， 大到国家重器的建设， 都
可以引发思考 ， 展现家国情怀 。
“绿水青山” 记叙文， 让考生想得
美、 说得妙， 充分发挥自己的个
性与优势。，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开
拓者与奋进者。 日常教学要强化
学生的文体意识， 注重思维与表
达能力的培养， 在言之有理有序
的基础上， 促进学生对现实人生
的深入关注与思考， 培养其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奋发向上的人生
态度。

名师解析北京卷高考作文题

内容贴近生活 让考生有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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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18年北京高考数学试
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和五位北京
名师进行了点评 。 专家认为试题
题型 、 分数设置保持稳定 ， 难易
适当 ， 避免了 “偏题 、 怪题 、 难
题”； 覆盖知识全面， 重点知识重
点考查 ， 突出数学概念及应用 ，
注重考查知识的形成过程。

参与数学卷点评的名师包括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特级教师
李青霞 、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特
级教师邵文武 、 朝阳区教育研究
中心特级教师王文英 、 潞河中学
特级教师张如意 、 西城区教育研
修学院高级教师孙秀平。

考试院和5位名师表示， 数学
卷紧密联系北京市高中数学教学
现状， 试题设计围绕高中数学的
核心内容 ， 以及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实际 ， 突出考查基础知识 、 基
本技能 ， 重视考查学生的数学核
心素养 ， 客观反映了北京考生的
实际情况 ， 摒弃偏题 、 难题 、 怪
题， 引导数学教学回归课堂 ， 重
视教材。

2018年 数 学 卷 （ 文 科 ） 和
2017年相比 ， 多数试题的知识呈
现形式及顺序基本不变 ， 如选择
题前三道试题考查的内容和前四
道解答题考查的顺序完全一致 。
试题对高中数学课程的主干知识，
包括函数 、 导数与不等式 、 三角
函数 、 数列 、 立体几何 、 解析几
何、 统计概率等内容 ， 保持了较
高比例的考查 ， 体现文科试卷注
重基础考查的特色。

很多题目注重知识之间的联
系和适度的综合，呈现方式和设问
方式比较新颖，考查考生思维的灵
活性，如第（14）题通过三角形面积
来考查余弦定理，从几何角度考查
极限的思想。 试题联系实际、重视
文化，如第（5）题以音乐为背景，将

音律和数学知识自然结合，考查等
比数列的概念和通项公式 ， 让学
生体会数学在应用中的价值 ， 以
及古代中国数学的文化成就 ； 第
（17） 题以真实数据为背景， 考查
学生运用概率和统计知识解决实
际生活中的问题 ， 要求学生把实
际问题数学化 ， 合理建立模型 ，
进行理性思考。

数学卷 （理科 ） 试题整体稳
定 ， 突出对基本技能 、 基本思想
方法的考查 ， 如读图 、 读表 、 计
算 、 数据处理等基本技能 ， 数形
结合 、 转化与化归等基本数学思
想方法 。 同时适度创新 ， 避开模
式化的命题思路。 如填空第 （12）
题本质上考查线性规划问题 ， 但
在问题的呈现方式上有别于常见
的不等式组 ； 填空第 （14） 题考
查圆锥曲线概念与性质 ， 而不是
单纯的计算 ； 解答第 （18） 题的
第二问 ， 学生可以通过分类讨论
的方法解决问题 ， 但是如果对极
值概念有深刻认识 ， 则可以避免
繁琐讨论， 优化解法。

考试院表示 ， 北京学生视野
宽 、 知识面广 ， 在综合地应用数
学知识去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方
面具有一定优势。 他们敢于质疑，
独立思考，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因此 ， 今年的试题强调开放性和
创新性 ， 选择非常规的情境和思
维深刻的问题 ， 让学生综合地运
用所学的知识 ， 多角度 、 多层次
地思考问题。

今 年 试 卷 对 未 来 高 考 实 行
“不分文理科” 的改革进行了适当
探索 ， 如选取一些基础知识作为
文理科相同试题的内容 ， 又采用
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情境 ， 不同的
设问方式设计问题 ， 以区别文理
学生认知的差异 ， 为实现顺利平
稳过渡起到积极作用。

针对2018年北京高考语文试
题，多位北京名师认为 ，今年试
卷比去年减少200多字， 题目数
量减少两道 ，体现 “应试减负 ”；
试题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充满
鲜活的时代气息，与学生的成长
密切相关。

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
语文卷稳中求进 ， 结合北京学
生视野开阔 、 思维活跃 、 关注
时事等特点 ， 从更加贴近学生
的学习生活实际角度 ， 突出对
学科基础 、 必备知识和关键能
力的考查 ； 在试卷的整体性 、
丰富性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和实践 。 不仅注重高考的区分
功能， 同样也注重其教育价值。

顺义区教育考试研究中心
特级教师刘德水说 ， 今年试卷
比去年减少200多字， 题目数量
减少两道 ， 更加突出平时的积
累 ， 强调基础知识的运用 ； 试
题立意高远 ， 守正出新 ， 具有
鲜明的价值导向 ， 充满鲜活的
时代气息 ， 与学生的成长密切
相关 。 “今年的考生是新世纪
出生的第一届考生 。 语文卷把
学生 18年的成长融进考查中 ，
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成长与祖国、
时代结合起来 ， 强调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刘德水分析 ， 非连续性实
用类文本阅读选取人工智能话
题为材料， 引导学生开阔视野，
关注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 ， 把
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 。 突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 ， 今年
新增对 《论语 》 的考查 ， 突出
《论语》 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及人
物对学生当下生活影响的考查，
不是简单地考知识 ， 而是强调
对传统文化的立体继承。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特级教

师黄玉慧认为 ， 语文卷非连续
性实用类文本命题体现了整套
试卷命制的总体理念 ， 命题不
乏亮点， 其中阅读材料由3个减
少为2个 ， 题目由 8道减少为 7
道 ； 试题突出 “实用 ” 特点 ，
凸显了把课堂表现考出来 、 回
归课堂 、 突出主干知识 、 突出
学科思想和方法 ， 减轻学生负
担的考试评价改革理念 ， 进一
步巩固了北京卷已有特色。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
高级教师纪秋香说 ， 今年文言
文阅读不同于往年只选用一个
长文本 ， 而是选用了三个短文
本， 由原来的一大题包括6小题
变化为一大题包括两组6小题 ，
侧重于考查对文言文作品语言
和内容的理解 、 分析 、 概括能
力 ， 重视文言基础知识和基本
能力的考查 ， 并在积累与运用
方面进行了探索 。 古诗阅读选
用了辛弃疾的送别诗 《满江红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学生阅读
理解内容不难。

朝阳区教研中心教研员 、
特级教师何郁认为 ， 文学类文
本阅读选考的是作家苏童的一
篇散文 ， 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
难易度合理 。 引导学生思考现
实生活 ， 关注民间文化 ， 关注
好奇心和想象力。

北京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
刘智清介绍 ， 今年是名著阅读
考 查 的 第 二 年 ， 全 卷 覆 盖 了
《考试说明 》 规定的七部作品 ，
不是一些细枝末节和故事梗概
的简单记忆 ， 而是要整体把握
名著反映的时代风貌 ， 广阔的
社会背景 ， 人物的人生选择 、
人生道路 、 精神追求 ， 旨在引
导考生注重阅读 “量 ” 的积累
和 “质” 的提升。

知识覆盖全面 避免“偏怪难”强调平时积累 时代气息鲜明
□本报记者 任洁

语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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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