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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2009年河北中考语文试卷评析 2009年我省中考语文试卷，

依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

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全面反映《课程标准》规定

的学习目标要求；贯彻落实《河北省2009年中考文化课学科

说明》的精神，着重考查学生的语言积累，考查学生理解运

用语言的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获得新知识

的能力。这份试卷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试做简要分析。 

一、具有河北地方文化特色 《课程标准》指出：“自然风光

、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和地方的重要事件，以及日

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今年试卷第6

题要求学生为一则新闻拟标题。材料取自2009年4月22日《河

北日报》，原题为《“文化国门河北华章”活动启帷》。“

文化国门河北华章”大型文化展示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文化部、民航总局和省政府指导，旨在借助首都国际机场

这一平台，通过一系列的动态展示、文化体验和静态展示活

动，展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河北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展示河北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特色文化，通

过文化国门活动让世界进一步了解河北和中国文化。选取这

则新闻材料，一方面开发利用了学生身边的课程资源，加强

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考查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语言文

字的能力；另一方面使考生了解了河北文化的丰富多彩，也

使今年的中考语文试卷凸显了浓郁的河北地方文化特色。 《



课程标准》要求“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

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感情”。2009年我省中考语文试

卷在这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说明文阅读材料介绍的是出土

于我省保定满城汉墓的国家一级文物“长信宫”灯。长久以

来，“长信宫”灯因其独一无二的造型、精美绝伦的制作工

艺和奇特巧妙的艺术构思被视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巅峰

之作，堪称“中华第一灯”。国家邮电部和邮政总局曾先后

两次发行以“长信宫”灯为图案的邮票，“长信宫”灯还多

次作为文化使者到国外展出。“长信宫”灯是河北省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是河北人民的骄傲。选取《“长信宫”灯》作

为说明文阅读材料，对于提高我省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于

宣传河北文化意义重大。考生在答题过程中，将会感受到河

北历史的悠久、文化的丰厚，会情不自禁地涌起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 二、阅读材料文质兼美 一份语文试卷质量的高低与

选文质量的优劣有很重要的关系。今年河北中考语文试卷的

阅读材料非常厚重，可谓文质兼美。 文言文阅读选取了两篇

材料，一篇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另一篇是南

朝梁文学家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这两篇文章都是千古传

诵的名篇，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说明文阅读材料选取

的是社科文《“长信宫”灯》。这篇文章不但条理非常清晰

、语言简练通畅，而且文化含量丰富，具有浓郁的河北地方

文化特色。为了便于考生理解说明的内容，试卷上还配置了

精美的实物图片，文字与图片相映成趣。这在以往的说明文

阅读试卷中是不多见的。 议论文阅读材料《读书杂谈》出自

《鲁迅全集》第三卷中的《而已集》。此文是鲁迅于1927年7

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对中学生的一次演讲，也是一篇关于



读书的议论文。这篇演讲稿，观点鲜明、思路清晰、结构谨

严、通俗易懂、耐人寻味。此文内容贴近中学生生活实际，

阅读这样的文章会对考生的读书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记叙

文阅读材料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精品。全文篇幅短小，仅有

八百多字。作者从昙花历经三年终于怒放的过程中得出了“

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只要能坚持，锲而不舍，就能开花结

果”的人生感悟，获得了有益的启示。这篇文章将景物、情

感、哲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篇美文。 三、强化对

教学的导向功能 《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

考查学生达到学习目标的程度，更是为了检验和改进学生的

语文学习和教师的教学，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今

年的语文试题导向明确，积极引导我省语文教学加强基础、

培养能力、注重思维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今年

的语文试卷覆盖面广，《课程标准》要求的学习内容几乎都

有涉及。提示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全面落实课程标准的各项

要求，不可偏废。 今年的一些考试内容触及了教学的盲点。

如第4题修改病句的考查，首次引入对关联词语搭配不当的考

查。这就使语言运用的考查范围扩大到了复句的范畴，将语

法教学的触角引导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如第7题，首次将解释

文言虚词的含义列入考查范围，称得上是历史性的突破，这

对加强文言虚词教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文言文阅读

材料选取了两篇课文（一篇是课标推荐背诵篇目，另一篇是

非推荐背诵篇目），扩大了考查的范围，可以有效避免猜题

押宝，这个导向无疑是良好的。再如记叙文阅读中第21题“

选文第⑧段和链接材料运用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考查

了议论、抒情与说明这些表达方式的区分，弥补了我省以往



对这方面内容考查的空白。 今年的一些试题，还会将教学进

一步引向深入。如第5题为名著阅读题，采用“为给出的对联

拟写下联”的形式，考查了考生对原著的阅读以及理解、概

括的能力。《课程标准》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

字以上”，而且推荐了阅读的书目。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却远

远没有落实到位，今年的这道试题无疑将对加强名著阅读产

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如第14题“选文②③④段的位置能否

调换？”这其实是对说明中逻辑顺序的考查，需要考生通读

这三段文字，概括每段的说明内容，然后再思考它们位置能

否互换及原因，这就需要深入思考，增加了思维含量。这对

今后深层的阅读教学也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今年的试题，还

注重语言赏析能力，突出语文因素的考查。《课程标准》要

求：“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体味和推敲重要词

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如第16题：“第②段文字

中加着重号的‘大概’能否删去？请说出理由。”通过考查

一个表推测的词语，使考生认识到议论文语言严密的特点，

弥补了我省中考语文的空白。如第20题是对“只见嫩绿的花

苞低首含羞，微启小口”这个句子表达效果的考查，考生首

先要判断这个句子运用的修辞手法，再体会它在具体语境中

的表达作用。这是对语言因素的理解能力、鉴赏评价能力的

综合考查。 四、精心创设亮点试题 “稳中求变，变中求进”

是中考命题的重要原则。我省历年的中考语文试卷，都会出

现一些富有创意的试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年也不例

外，试卷中不少可圈可点的亮点题目，体现了命题人的匠心

。 今年的试题，出现了一些富有创意的题目。如第3题是一

道字形辨析题，采用选择题的考查形式，将错别字放在具有



时代感的具体的语境中让考生去辨识，更加新颖实用。这也

符合《课程标准》中“评价识字要考查学生认清字形⋯⋯在

具体语言环境中运用汉字的能力⋯⋯”的要求。如第5题： 

选取《西游记》《水浒》《童年》《名人传》《鲁滨逊漂流

记》这五部名著中的人物和相关内容，为给出的上联拟写下

联。 上联：贝多芬呕心沥血谱名曲 下联： 对联是我国的传统

文化瑰宝。拟写下联是一种高级的仿写，富有较高的思维含

量。以对联的形式考查名著阅读，力图摒除“浅阅读”、“

伪阅读”的倾向，是一道全新的试题，既有综合性又有创新

性。再如第19题“在下面方框内，填写表明作者心情随昙花

的生长而发生变化的词语。”此题以填空题的形式考查考生

整体感知文本的能力。需要考生深入文本，“体会作者在文

章中所表现的态度、观点、情感”，理清文本思路，在把握

行文脉络的基础上提取关键信息。 今年的试题，打通了课内

外的联系，彰显迁移能力的考查。如第11题： 荀子在《劝学

》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黑泥），与之俱

黑”，而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则说莲“出淤泥而不染”。

就“环境与人的关系”说出以上两种现象各自蕴含的观点。 

此题在保持去年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将文言文课内外

阅读巧妙结合起来，同时又考查了考生抽象的思辨能力。荀

子的话，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而周敦颐的话，是说人

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这样，从“环境与人的关系”这一话

题出发巧妙设题，考查了考生“根据占有的课内外材料，形

成自己的假设或观点”的能力。又如第18题“结合选文内容

，请你说说对目前中学生阅读现状的认识。”此题是一道开

放性试题，由文本拓展至学生学习实际。既考查了考生对作



品内容、作者思想的理解，又考查了考生对现实情况的认知

能力。将文本意图、作者意图、读者意图三者有机地结合起

来，需要考生进行个性化阅读、体验式阅读、创造性阅读，

符合《课程标准》中提倡的“对话”理念。再如第21题考查

阅读材料与链接材料的比较阅读。此题的链接材料是关于“

昙花”的说明性文字，在语言表述、行文风格上与文本截然

不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运用的“表达方式”的不同。

在阅读材料中加入链接材料，扩大了阅读的容量，拓展了思

维的空间，这种命题方式在我省中考中尚属首次。 五、作文

试题匠心独具 今年的作文试题是：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

求作文。 墙，是大家熟知的事物。生活中有物质的墙，如土

墙、砖墙、人墙、篱笆墙、玻璃幕墙，花墙、城墙、防火墙

、影壁墙等。也有精神的墙。如沟通的障碍、法规的限制、

做人的原则、道德的底线等。筑一堵墙，可以多一分约束与

安全；拆一堵墙，可以少一分封闭与隔膜。 请以“说墙”或

“墙的故事”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题目自选；②

文体自定；③有真情实感，力求有创意，不得套写抄袭；④

不少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⑤文章中不要出现真

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这道作文题新颖别致、富于创新。

它将命题作文的限制、选题作文的灵活和话题作文的开放有

机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我省中考作文命题形式上的一个

进步。 《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

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

，表达真情实感。” 今年的作文试题写作素材宽泛，围绕“

墙”这个话题，可以写物质的“墙”，也可以写精神的墙。

写作时，可以从墙的质地材料角度入手，可以从墙的外形特



点入手，可以从墙的功能作用角度入手，还可以从人们对墙

的认识角度入手⋯⋯考生人人有话可说，有利于考生写出有

真情实感的文章。此外，写作内容宜深宜浅，可以真实反映

考生的思想认识水平，甄别考生的思维质量和写作水平。 《

河北省2009年中考文化课学科说明》要求：“写作不设审题

障碍，淡化文体要求，鼓励学生有创意的表达。”今年我省

中考作文试题符合这个要求，是很受师生欢迎的试题。试题

的提示文字，降低了审题立意的难度，开阔了考生的写作思

路，便于学生很快地进入构思过程，把握写作主题，写出有

真情实感，有创意的，主题深刻的文章。今年的作文试题真

正实现了淡化文体的写作要求，考生人人都有自由挥洒的空

间。两个作文题目，考生可以自由选择。这个题目可以从墙

的质地、类别、形状、功用等内容出发写成说明文，可以从

墙的某一角度引发议论写成议论文，还可以从一个与墙相关

的故事写成记叙文。总之，2009年我省的作文试题又跃上一

个新的台阶，相信将会涌现出一篇篇优秀的考场作文。 综上

所述，我省2009年中考语文试卷命题思路清晰、选拔与导向

功能并重、知识与能力覆盖面广、命题材料精当、题干设计

科学规范，继承中有发展、平实中有创新，是一份比较理想

的语文试卷。 更多2009年中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中考网

（收藏本站） 中考论坛 中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