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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反拨作用具有“二重
性”，使用得当能引导教学提质增效，使用
不当会导致“机械刷题”“题海战术”。研究
高考真题既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又
是教研活动的重要载体，应与课程标准、教
材、教学的研究融为一体，促进教、学、评
一致。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
题，比如，对于高考真题，看得多做得少，
想得多落笔少；主观分析得多，客观研究得
少；甚至直接把高考真题“下放”到课堂当
作例题，把真题的考查要求等同于课堂教学
目标的要求；等等。这些现象说明我们需要
进一步反思：高考真题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为什么要强调做高考真题？该如何科学用好
高考真题？

高考真题是育人目标
最具体的表达

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高考评价体
系的落实是热点、重点也是难点。从这个角
度来看高考真题，会给我们诸多启示。

首先，真题是高考评价理念的具体体
现。2019年发布的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是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重要文件。高考评
价体系由“一核”“四层”“四翼”组成，回
答了“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关键
问题。高考评价体系的科学建构，是发挥高
考正向指挥棒作用、落实立德树人和“五
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招—考—
教—学”全流程各环节无缝衔接、良性互动
的关键。高考真题是高考评价理念的具体
化，是一线教师理解高考评价体系的重要载
体。

其次，真题是理解课程标准的重要途
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指出“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
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中国
高考评价体系》指出，高考要“高度契合高
中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和评价目标，从而达
到理顺教考关系、实现‘以考促教、以考促
学’的目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2020年修订）》进一步优化了课程结
构，明确了各类课程的功能定位，与高考综
合改革相衔接。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了学业
质量标准，为考试命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加
强了对考试评价的指导。比如语文课程标准
提出考试、测评题目“应以具体的情境为载
体，以典型任务为主要内容”，数学课程标
准提出数学学业质量水平二是高考的要求
等。由此可见，学科课程标准居于新课程改
革的核心位置，真题成为学科课程标准的

“具体实例”，通过真题可以理解学科课程内
容的具体要求，理解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与学业质量之间的一致性。

再其次，真题是高中课堂教学的重要素
材。现行教材的主要内容是新授课和全章的
复习小结课的内容。在日常课堂教学中，不
仅有新授课，还要有阶段性复习课，尤其理

科还需要有习题课。除此之外，日常作业、
阶段检测等都需要大量的题目。教师自编题
目耗时耗力、成本高、难度大，而高考真题
科学严谨、表述规范、质量高，已成为课堂
教学素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高三复习阶
段。

真做题是理解高考最
直接的方式

为了教好学生作文，叶圣陶先生倡导教
师要“下水”。叶老的用意不是让教师去屈
就应试作文，扭捏作态，而是提倡教师要保
持写作的实践，懂得其中的甘苦，这样才能
更好地指导学生作文。对于其他学科而言，
教师也应该“下水”做真题。

真做题要动笔完整书写解答过程

“下水作文”就是要求语文老师在同等
条件下写出一篇符合高考要求的作文。有的
教师认为做题过程中只要把最关键的内容想
清楚即可，对于文科类的题目只要想清楚观
点，对于理科类试题只要想清楚关键的步骤
即可。

其实，真做题不仅仅是想思路，更要认
真地书写解答过程。比如，数学教师普遍反
映学生的运算能力差，对于运算问题，教师
如果只分析不亲自动笔演算，就不能体会到
题目对运算的具体要求，也就不能真正体会
到学生的难处。另外，书写过程中，如何用
学科专业术语严谨地表达也是难点。不仅仅
是高三教师，每位高中教师都应该认真做真
题。

在真做题的基础上真研究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提出高考命
题理念从“知识立意”“能力立意”向“价
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
转变，在试题命制层面，进一步强调情境化
设计。对于一线教师，在真做题的基础上，
要研究题目的考查内容、考查载体和考查要
求，研究题目的情境设计和命制意图，研究
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框架，研究试卷的整体
结构等，进而理解命题理念是如何传承与创
新的，理解高考评价体系在具体题目中是如
何体现的。

（1）恰当丰富的情境设置，使核心价值
可感可测

在试题命制层面，强调情境化设计，题
目的情境紧密联系学生日常生活实际、国家
发展和社会进步。比如，2023年高考语文
新课标Ⅰ卷写作题“故事的力量”，要求围
绕“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
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
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组织材料；
2023年高考理科综合全国甲卷第31题以某
旅游城市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后，城市
环境发生的变化为背景；等等。题目情境的
创设紧扣时代的脉搏和主旋律，情境活动体
现对学科核心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考查。

（2）通过情境和情境活动体现“四层”
的考查内容和“四翼”的考查要求

比如，2023年高考理综新课标卷第3题
考查学生对人体适应性免疫及免疫细胞功能
的理解。此题的情境是再现学科理论产生的
场景，主要为新课标中新增内容，包括病原
体的识别、抗原呈递细胞、辅助性T细胞、
记忆细胞等，是构成学科素养的必备知识。
情境活动需求启动的是单一的认知活动，属
于考查基础知识的简单情境活动。这类情境
活动主要对应“四翼”中的基础性要求，引
导学生注重基本概念的辨析和深入理解。同
卷第24题以现实生活中趣味浓郁的“打水
漂”游戏为背景，引导学生运用简单物理模
型解释有趣的生活现象。此题的情境是生活
实践问题情境，情境活动要求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解释现实现象，属于考查必备知识和关
键能力的情境活动。这类情境活动主要对应

“四翼”中的应用性要求，体会通过科学推
理指导生活实践的成就感，凸显科学类知识
从自然生活中来、到自然生活中去的学科魅
力。

2023年高考数学新课标Ⅰ卷第22题以
解析几何中的抛物线为背景，设置了边长可
变的矩形在抛物线上滑动的情境，考虑滑动
过程中矩形周长最小化的问题。此题的情境
是再现数学学科理论产生的场景，情境活动
要求在动态的情境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综
合考查了解析几何和函数的必备知识，数形
结合、转化、函数与方程等基本思想方法，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等关键能力，以及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直观想象和数学运算等学
科核心素养。试题极具创新性，重视体现思
维的过程，对考生的能力要求较高，有利于
选拔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对高水平的考生区
分度较好。此题情境活动主要对应“四翼”
中的创新性要求，引导学生多角度、开放式
思考问题，创新性地运用知识去发现规律，
解决新问题。

纵观上述实例，试题的情境化设计是以
生活情境和再现学科理论产生的场景，以基
本的、综合的、应用的、开放的问题等为载
体，考查了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具有的阅读能
力、获取信息的能力，考查了学生灵活运用
所学的必备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

将真题内化为课堂教
学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

高考改革以核心价值为引领，以学科素
养为导向，以关键能力为重点，以必备学科知
识为基础，强调命题的情境化设计。但是，必
备的学科知识是所有题目的共同基础，而综
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题目，都要求学生能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或技能解决问题，甚至于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高三复习课中即使
不涉及具体的高考真题，也应该在注重基础
落实的基础上提高关键能力。

必备的学科知识是所有题目的基础

高考要求学生对基础部分内容的掌握必
须扎实牢靠。《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提
出“高考试卷中应包含一定比例的基础性试
题，引导学生打牢知识基础。例如，物理
学科的基础性内容包括牛顿运动定律……
这些基础性内容在试题命制中必须尽量涵
盖”。

对于基础知识的落实，复习课应与新授
课不同。比如对于概念，在新授课中，应注
重概念的形成过程，通过典型实例识别概
念，强调概念的本质特征，建立新概念与学
生已有概念之间的联系。在复习课中，在

“回忆”新授课内容的同时，要注重概念的
应用，通过不同情境识别概念，强调对概念
的再认识，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概念体系，
凸显内在逻辑和主要思想方法，真正落实学
科主干内容。

面对综合性、创新性的问题，通过单
元整体设计，将课程内容结构化

单元教学设计是新课程教学改革的热
点，整体有序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新授
课中，为保证知识之间的逻辑严谨，也便于
学生学习，单元的划分大多依据教材的单
元。在复习课中，单元的划分更灵活，既可
以是核心概念或核心知识为主线，明确知识
结构体系，也可以是主要的思想方法、学科
能力为主线，通过单元整体设计，将课程内
容结构化，关注能力培养的进阶设计。

比如运算是数学学科最基础的也是最重
要的内容，很多学生在运算方面存在问题。
对于立体几何的题目，学生觉得“会算”，但是
常常马虎，算不对；对于解析几何的题目，学
生觉得“会做”但是“算不出来”，或者“时间不
够算不完”；对于三角函数的题目，学生觉得

“公式多记不住”导致不会算；等等。
对于数学运算，课程标准要求通过高中

数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进一步发展数学运
算能力，有效借助运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对于不同的实际问题，运算方法也是不同
的。立体几何运算中的“数”来源于立体图
形中位置关系的分析，通过建立空间直角坐
标系得到的，其中空间图形位置关系的理解
是关键。解析几何中的运算依赖于几何直
观，运算对象和运算思路是基于图形中几何
关系的代数表达，相同的图形会有不同的理
解，使得具体运算的过程也不同。而三角函
数是描述单位圆的函数，由于圆的完美的对
称性，使得相关公式多，需要借助单位圆这
个模型，整体把握三角函数的内容。运算几
乎贯穿数学课程内容的所有章节，因此，对
于运算能力的培养确实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单
元设计，在提升运算能力的基础上，促进数
学思维的发展，形成规范化思考的品质。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数学与科学
教育学院副院长、数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从“教学评一致性”认识真题的价值
刘春艳

编者按：研究高考真题、做高考真题是高考复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研究高考真题的意义何在？该如何科学合
理地用好高考真题？应避免哪些误区或错误做法？本刊特约请教科研专家及高三教师结合学科备考展开研讨与分享，
在9月和10月分别推出“总体策略”与“学科指导”两期专题，敬请关注。

研究高考真题是高三复习备考的重要内
容之一，这项工作不能简化和放松。教师不
能以他人观点和经验代替自己的研究，而要
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本校或本班教学目标及
学生实际情况来研究，不是鹦鹉学舌，简单
复述一些“新高考着重考查能力水平”之类
的泛泛之论。再好的备考方案，如果不切实
际、不能落地，对分秒必争的高三阶段来说
都是浪费时间。

如何选择真题，如何分析真题

研究高考真题也是提升教师理论水平的
过程。高三教师要认真分析高考真题，常做
常新。擅长研究高考真题的教师不仅对高考
改革更为敏感，能先于其他教师调整教学方
向，优化教学方法，而且能根据高考的变化
拿出针对性更强的备考方案。

选择高考真题要纵横兼顾。纵向来看，
选择高考真题应当考虑年份。高考真题最好
选择三年以内，最多五年的，过去时间太久
的真题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在研究真题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每年高考考查的范畴变动极
小，高考的考查重点在于学生的能力，考查
学生灵活运用所学基础知识解决问题的水
平。所以，真题在精不在多，没有必要大量
刷历年高考真题。

横向看，要考虑真题的卷型。比如全国
卷、地方卷还是新课标卷，全国卷和新课标
卷还有Ⅰ卷、Ⅱ卷、Ⅲ卷之分。首先，要看
本地往年考的卷型，也要结合考试政策，了
解明年的卷型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地方
卷会不会转为全国卷或新课标卷，全国卷会
不会转为新课标卷等。其次，要看各卷型之

间的联系，有些卷型之间会互相借鉴题型，
比如全国Ⅱ卷和全国Ⅲ卷，而有些卷型之间
却没有任何联系。再其次，还要看卷型的时
效性，有些卷型已经不考了，就不要去练习
其中的题目。

教师分析真题时应当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和观察研究，从学生整体实际情况提出一些
学习的重点、要点，引导学生找准备考复习
的方向。比如在题型组合方面、考查范围方
面，教师都应给出准确的分析结果。学生分
析真题时则要从自身情况出发，清楚自身现
有水平与高考能力要求之间的差距，明确自
身的短板所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应
自学课程进行加强和补充。

教师分析真题是从考查者的角度看问
题，学生分析真题则是从被考查者的角度出
发，两者可以互相借力、相互影响，保持良
好的沟通，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尊
重学生的主体性。

何时做真题，怎样做真题

到底该什么时候做真题，取决于整体的复
习备考计划，先做和后做都能发挥很好的作
用，不能简单以时间先后判定备考方案的优
劣。对每所高中而言，备战高考都是头等大
事，在多年的教学实践研究中，各高中校都形
成了一套最适宜的阶段性整体备考方案。有
的高中学生基础普遍较差，重视一轮基础复习
的提分效果；有的高中学生整体水平较高，重
视以考试讲题为主的专题复习。复习策略没
有高低之分，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

何时做真题？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第
一种认为越早越好，不然黄花菜都凉了；第

二种认为应先打好基础，在一轮复习结束后上真
题。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在一轮复习
的过程中，真题会以典型例题、专题等形式出
现，学生必须通过研究真题提升自己的解题技巧
和水平。在一轮复习结束后，学生也必定通过完
成的真题卷来检验复习的效果。不过，由于复习
阶段已经做过大量真题，所以这时候的成绩普遍
虚高，容易引起学生对高考的轻视心理，教师应
提高警觉性，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合理引导。

怎么做真题？简而言之，真题可以做多次，
但每一遍都应当有不同的收获。高考真题的重要
性并不在于它的难度。实际上，历年高考都不会
以难题、怪题来考查学生的能力水平。如果把刷
高考题当成“升级打怪”，不断谋求题目的难度
提升而忽视基础，那就是找错重点、舍本逐末
了。刷高考真题不是为了储备题量，因为在高考
中遇到重题的概率微乎其微。

做高考真题的目的在于：一是全面掌握高考
考查的基础知识范畴；二是熟悉题型、题量，把
握做题节奏，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上了考场心
里不慌；三是深入研究，熟练掌握出题思路和解
题思路，主动补充相关知识，提升解题水平；四
是查漏补缺，巩固基础，提升短板。

在做真题的过程中，师生之间需要有更深的
合作和理解，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和有限的条件
下实现最佳的学习效果。

一方面，教师的教学工作要依据学生在不同
阶段的做题结果来安排具体的内容。例如，首轮
刷题成绩中的丢分点主要在哪些方面？二轮刷题
中为什么有人成绩不进反退？三轮刷题时有多
少人答案正确但解题思路混乱？等等。教
师从宏观视角安排学生刷题，但学生
之间的水平差异比较大时，难
免会对安排不适，教师应

当注意学生的情绪，及时沟通，避免师生之间产生
嫌隙，影响教学工作，更影响学生的备考。

另一方面，学生应重视教师的意见，切勿轻
敌自大，产生傲慢心理。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更需
要沉下心来，积极主动地反复研究真题，尤其对
于自己存疑的地方，要综合多套真题的同一类型
题目进行研究，反复梳理做题思路，体会出题人
的意图，体会解题思路的精妙之处。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枯燥的学习过程对于学
习能力的进阶提升，往往是不能少的。学生应当
时常心怀敬畏，以空杯心态对待烂熟于心的高考
真题，尝试从多种角度研究、理解，在反复锤炼
中强化自身学习意志。

考试策略和考场心态常常是容易被忽视的部
分，而实际上这方面对考试成绩的影响非常大，
应当予以重视。反复做高考真题也是为了培养学
生的考试策略，锻炼其考试心态，避免在技术层
面失分。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反复提起，
引起学生的重视。尤其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更
需要引导学生以沉稳的心态应对人生必经的一
战，在寂静的考场，打下漂亮的一战，当笔锋入
鞘时，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给过去不断付出的自
己一个满意的交代。

（作者系山东省沂水县第一中学副校长、山
东省优秀教师、临沂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借力高考真题 科学无忧备考
袁万峰

2023 年 6 月 3 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第
一中学高三毕业班的学
生在教室内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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