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志愿,这些事要关注

如何精准填报志愿， 我省
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
了介绍。

●提前了解高考招生政策

考生需要了解我省今年普通
高校招生的有关政策规定， 包括
《湖南省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实施办法》等。

●了解专业对考生身体条
件要求

考生要了解招生专业对考生
身体条件的有关规定， 比如教育
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
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卫
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军队
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以
及招生学校根据本校办学条件和
专业培养要求所提出的对考生身
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规定（查阅学
校的招生章程或简章）。

●关注招生院校在我省招
生计划

既要了解招生院校在自己
要报科类的分专业招生计划数，
还要了解招生学校对各专业录
取的其他要求。这些信息可以通
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
《教育测量与评价·高考志愿指
导专刊》和《教育测量与评价·高
校招生计划专刊》、 各招生院校
的招生网站查阅。

●掌握高校近年录取情况

招生学校的招生章程或招生
简章也是考生必须要提前获知
的。 大家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
考”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或
学校招生网站查阅。 要精准填报
志愿， 建议考生掌握我省近年来
各招生学校的录取情况， 主要包
括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各招
生学校的投档线， 特别是今年比
较大的招生政策的调整。
■记者黄京实习生黄禧燕罗珊

向新高考隔空召唤！名师评析命题趋势
语文卷总体呈现常态化、稳定性、情境化 数学科目应学会从“解题”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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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我省2020年
普通高考圆满结束， 今年我省高
考报名人数53.6万人， 已通过保
送、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形式提
前录取12.9万人（不需参加考
试），应参考人数40.7万人，缺考
1.3万人。全省在14个市（州）设有
123个考区、272个考点、1.44万间
考室、 考试工作人员近5万人。根
据目前反馈的情况， 各地考试组
织平稳顺利，秩序井然，考风考纪
良好。截至8日下午5：45，省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没有接到
失密泄密、 群体性作弊等重大安
全事故和重大工作差错的报告，
全省没有出现因极端天气等影响
高考和因人员聚集引起疫情的情

况，社会反响平稳，实现了省委、
省政府“三保两零”的目标。

接下来， 我省高考将进入评
卷、志愿填报、录取等阶段。根据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 我省
将于7月25日前划定2020年录取
控制分数线， 随后公布考生成绩
和录取控制分数线。

7月26日-8月1日， 考生进行
志愿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含
该批的国家专项计划）7月26日至
27日填报， 其他批次志愿7月26
日至8月1日填报。

招生录取工作从8月8日开
始，9月21日结束， 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

■记者 黄京

今年的语文试题，总体上
呈现常态化、稳定性、情境化
的特性。

立足教材， 继承传统。论
述类文本阅读中关于“家庭伦
理与‘孝’”，体现儒家思想尤
其是《论语》中的“孝”文化的
优秀传统；文言文阅读中来自
教材中对名人传记的理解与
把握；作文中的“历史人物”，
将家国情怀、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发扬光大。

统筹兼顾， 情境设题。试
题结构稳定，文学类文本依然
考察中外小说；语言文字运用
题依然使用常规题型；作文依
然设置情境，考查应用文体。

紧贴时代， 兼顾热点。实
用类文本阅读将“新基建”与
“疫情”结合，紧扣时代脉搏；

21题涉及“‘中国航天日’的启
动仪式”等热点话题，引导学
生关注社会，了解时事。

作文则一反常态，在选材
上避开抗击疫情等社会热点，
抓住了时代脉搏，从国家人才
发展战略方面组织材料，对提
高学生自觉传承并发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树立良好的品
德，努力成人成才方面具有积
极有效的作用。

总体来说， 试题充分体
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基础
性、 综合性、 应用性和创新
性，彰显立德树人导向。建议
考生在语文科的学习时，既
要立足教材、加强阅读，同时
要关注时事热点。在写作上，
要多关注语文写作实践能力
的提升。

对语文根本的一次固守，向新高考“隔空召唤”
长郡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2020届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王衡保

今年是湖南按现行高考模式的最后一考，从明年起，湖
南将进入“3+1+2”且不分文理科的新高考时代。在新旧高
考交替之际，今年的考试题目有哪些特点和趋势？哪些变化
值得考生关注？7月8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邀
请几位名师进行解读分析。 ■记者 黄京

虽然今年这套试卷是作
为现行高考模式的最后一考，
很难在形式上看出它有较大
变化。但如果将这套试卷放在
近三年试卷命题发展的动态
背景下考量，却还是能发现一
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首先是阅读材料文体特
征越来越明显。 论述类文本、
实用类文本作为信息性阅读
的文字载体在信息的信度和
效度上更为精准。如选自儒学
大师汤一介先生的《“孝”作为
家庭伦理的意义》一文在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论证结构上就极为规范。另
外， 文学类文本中海明威的
《越野滑雪》 就是其“冰山原
理”的经典范例。这对设题的
唯一性是有帮助的，能很好地
贯彻“反模板，去套路”的高考
设题问题。

其次是题目与现实社会
的关联更为隐蔽。考题与社会
接轨、与时代共振，应该是近
几年设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从
作文题设置来看，2017年“十
二个关键词说中国”、2018年
“过去、 未来几个时间节点看
中国”、2019年“热爱劳动，从

我做起”都与现实社会关联紧
密，但今年的全国一卷作文题
有意识地将这种联系隐含在
对历史故事的现代解读中了。
还有论述类文本中的“孝”这
种家庭伦理的现实意义也是
如此。

同时更倾向于自我认知
和自我定位。与前几年语文试
卷与历史、 政治过多接轨不
同， 本套试卷语文味更浓。文
言文语料的选择，作文要求进
行读书会的讨论都是一种良
性的回归。特别是古代诗歌鉴
赏，尽管是考查了大家不是很
熟悉的陆龟蒙的诗歌，但设题
却指向了在特定情境中诗人
的特定感受。这无疑是对考生
传递了一个尊重自我阅读的
原始感受的信号。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无论是教学还是考查都应该
遵循其本身固有的特征，改革
也要在学科特征的框架内进
行。2020年全国一卷语文试题
就是对语文根本的一次固守。
与新高考横向比较不难发现，
这套试卷是用老形式在内容
上向新高考的一次“隔空召
唤”。

语文

三个关键词：常态化、稳定性、情境化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王赤
高三语文教师 黄静

7月8日，长沙市公安
局发布通报， 高考期间，
共有7700余名公安民警
护航高考。 两天时间，长
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共接到涉高考警情53起，
其中遗失身份证或准考
证11起，全部进行了及时
高效处置。
记者杨洁规通讯员刘彬

长沙公安两日
接涉高考警情
53起

7月26日起填报高考志愿

今年数学科目命题严格遵循
了《考试大纲》和《数学课程标准》
的要求。 命题体现高考考纲修改
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整体稳定，
推进改革创新，优化考试内容，着
力提高质量，提前谋篇布局，体现
素养导向”中，并将“整体稳定”放
在首位。 今年的高考数学命题整
体布局确实是如此的。 注重对数
学核心素养的考查， 体现素养导
向。整套试题，考点比较常规，题
型分布回归常态。

试题的题型风格重点考查双
基内容， 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
容的考查。 注重考查数学的逻辑
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另外，文理
同题率增大， 为新高考数学不分
文理作准备， 文科数学当然也会
进一步向理科数学靠拢。

此外，试题通过设置真实的问
题情境，引导学生从“解题”到“解
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能
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
与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学习数学兴
趣。同时增强数学文化浸润，试题
注意吸收世界数学文化的精华，引
导学生热爱数学文化。 另一方面，
旨在考查考生灵活应变的能力和
主动调整适应的能力，为新的高考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动态模式，有助
于破解僵化的应试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试题在延续主
干知识重点考查的同时兼顾知识
面的覆盖， 有效避免“猜题押题”
“题海战术”；关注应用，体现了数
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

鉴于今年高考试题特别注重
回归基础， 突出对数学素养的考
查， 建议新一届高三学生加强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
本活动经验的培养，加强发现、提
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

数学
从“解题”到“解决问题”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教
务处副主任、高三数学教师
刘谷黄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