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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突破“纸”的限制 课堂活起来了

“这次考的竟然是转校生积极竞

选学生会主席的语段场景，太贴近我

们的生活了！”日前，2024年北京市高

考第二次英语听说考试举行，走出考

场的高三生程思清第一时间跟老师

分享她的感受。

程思清是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的学生，听着她的感慨，老师王茜也

不由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

情景。王茜既是 2009届的北京高考

生，又是执教了 10 年的一线教师。

她高考时，北京高考英语听力中“说”

的能力并非学习备考重点；而从2021

年起，英语试卷在上机考试的基础上

增加了对“说”的考查。

命题变了，教学必然要变。Free

talk（自由谈话）、Role Play（角色扮

演）等多元的课上听说活动，英语戏

剧节、课本剧展演、辩论赛等课后拓

展，都让“开口说”变得妙趣横生。老

师们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能

够走上讲台侃侃而谈，小组研讨充分

激烈，角色扮演声情并茂……英语课

堂不再“寂静”。

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高

中英语教研员刘冬表示，“说”的过程

不仅考查学生运用交际语言会话的

能力，还教会学生如何成为更好的自

己，学会正确地与他人相处，学会与

社会、自然建立友善关系。

一张试卷的价值是让学生突破

试卷这张“纸”的限制，把知识说出

来、用出来。

2004年历史考题“北京地区人权

历史报告”要求学生参照范例，介绍

事件，回答问题；而 2023 年的考题

“致敬！致远舰！”则是要学生运用探

究方法，对史料进行辨析和考证，探

索历史真相。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历史研修室主任冉峰认为，

题目逐渐要求考生融会贯通历史知

识，运用内化的知识对相关史料进行

辨析和论证。

又如，2022年地理试题要求学生

论述北京奥运遗产助力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地理意义，2023年考题要求考

生探讨小微绿地对拓展城市空间的

意义。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高中地

理教研员赵凡认为，这些题源于生活

实际且没有固定答案，鼓励考生综合

运用知识自主建构、提出观点，是对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融通考查。北

京市中关村中学特级教师马珏认为，

这也要求一线教师深刻理解学科本

质,教学中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

主动感知问题。

再以政治学科为例，2016年高考

考了“我为社区献一策”，2022年考了

城市滨水空间提升改造事例协商规

则的设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政治教研组长、北京市特级教师张帅

认为，独具特色的试题引导一线教学

积极创设情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的局

面，让学生体验到在实践和活动中增

长见识、提升学科能力的快乐。

从“解题”到“解决问题” 让知识不再是“告诉”和“记住”

这种快乐得到了学生的印证。

北京市第八中学高三（4）班的学生孙

艺宴发现，自己被“不由自主”支配

了。比如，每天骑车上下学的路上，

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想用物理知识分

析一下自己是不是正在以额定功率

加速中；眼镜上起了雾，他会不由自

主地透过眼镜去看不同的灯，观察不

一样的光圈，想用学过的光学知识去

解释这个现象……这都让他觉得非

常有趣。

“学生日常思考的问题，很有可

能就是下次的高考题，甚至是他们将

来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每每看到学

生们自发地去思考，老师赵志龙都会

很欣慰，“知识不应该是‘告诉’和‘记

住’，而是能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任教十余年，赵志龙真切地感受

到了高考试题从“解题”到“解决问

题”的变化。比如，同样是考查“用单

摆测重力加速度”的实验，2015年的

考题，是要学生用细线、铁锁等物品，

利用工具测量重力加速度，试题给出

测量方法，考查学生基于实验原理分

析数据的能力；到了 2022年，同个知

识点的考题变成了要求学生利用水

龙头滴水的情境，自主设计实验探究

方案，考查的是学生的科学探究和实

践的高阶能力。另一名化学老师也

有同样的感受，比如同样是考查“氧

化反应”，过去的考题问铁为什么会

氧化？现在的考题问在生活中如果

菜刀生锈了，你会怎么解决？

题目“近”了，考法“活”了，教师

们教学的方向也随之变了。课堂教

学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单从理论

出发？怎样让书本上的知识“看得

到、摸得着”？老师们没少花心思，他

们自己动手研制实验器材，并在全国

拿了大奖；在摄影棚里拍摄实验过

程，剪辑视频，变身剪辑师；为了让实

验有趣，他们还要化身“魔术师”，让

课本上一句“磁力的大小跟距离的远

近有关”变成一场直观的“魔术表

演”……在八中，实验室是开放的，学

生们随时可以在“做”中学，由于使用

频次高，其中一间实验室的地砖已经

被学生们做重力实验的铁球砸成了

“蜘蛛网”。

科学类学科是中学教学和考试

的重要内容，高考题对实验探究能力

的考查经过多年探索，逐步形成了北

京特色。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校长唐

挈认为，在实验中促进学生学会实

验、发现问题、建立概念和规律、形成

方法和策略，极大地推动了中学实验

教学的良性发展。据他观察，几乎每

所学校的实验室数量都增加了，实验

教学比重提升了，教师们积极探索基

于实验的教学模式，将“知识发展的

过程”转化为“实验探究的过程”，将

“演示实验”转化为“学生实验”，将

“验证性实验”转化为“探究性实验”。

“以前，我们对于知识和能力的

训练点比较明确，强调精准掌握每一

个概念、公式、方法，教师踩点教学，考

生踩点答题、踩点得分。这种精准限

定了学生思维的空间，弱化了知识迁

移和灵活运用能力，学生难以形成系

统性思维。”北京教育考试院命题工作

负责人表示。命题改革对学科整体性

思维的考查，注重在解决现实问题中

把握学科核心素养，注重赋予学生独

立思考、探究创新的空间，这些都对教

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考查知识到启迪思想

五育并举促进全面发展

评价一道试题出得好不好，标准有很

多。如果说一道题时隔几年，仍让当时的

考生念念不忘、常常回味，那它大概率是

一道不错的题。

比如即将大学毕业的赵颖，说起自己

高考时“‘茶’字发音的传播史”这道题时，

仍然眼前一亮。题目通过“茶”在不同地

区的读音，让学生结合所学分析不同发音

系统形成的历史原因。看似在说一个字，

其实学生的作答过程，是思索中国古代传

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也是建立民

族自信的过程。

同样亮眼的，还有 2021 年北京语文

卷的大作文题“论生逢其时”，不仅让考

生难忘，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讨论。北

京市八一学校语文学科教师王文认为，

题目着眼于“逢”与“时”，考题启发考生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时代机遇互相促

成，倡导考生以积极的姿态响应民族复

兴、国家发展的时代召唤，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责任。

试题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到实处。比如，2020

年考题以北京冬奥色彩系统为背景、2022

考题以精巧高雅的传统诗词游戏飞花令

为情境……都意在引导学生感受传统艺

术之美，增强民族自信，发展科学思维能

力。考试，成为一个启迪思想的平台，发

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

沿着这条路，北京试题持续深化考试

内容改革，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考查有

机融入试题，不断丰富核心素养考查路

径，凸显对思维品质与思维方法的培养。

以 地 理 试 题 为 例 ，2020 年 考 题 以

“我的祖国”为主题，引导学生从地理视

角看粮画艺术，增强审美体验；2022 年

考题基于学生视角设计手绘“双奥之城”

资料卡片，引导学生体会体育精神和美

学意蕴；2023 年考题以收集水质监测数

据为情境，鼓励学生结合地理原理和规

律开展创新性劳动实践，将美育和劳动

教育融通。

这一命题思想在课堂上也有生动的

呈现。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学生在城

北街道林业站种植马铃薯，上“新春劳动

教育第一课”；北京市玉渊谭中学学生书

法课上书写日历送妈妈，学校成立渊美学

生艺术成长中心；北京宏志中学学生走进

国家速滑馆和冰立方，学习滑冰的起立方

法等基础动作……近年来，北京市教委鼓

励各校开展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学

校里缤纷多彩的相关课程火热推出。

命题改革与课程改革整体实施已形

成合力。

（本报记者 许 卉 孙梦莹 胡梦蝶 岳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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