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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春考]

学生们多反映难度适宜
昨天一早，杨浦高级中学的校门

口就拉起了警戒线，作为杨浦区考
点，昨天迎来了英语听说测试的考
试。听说测试20分钟一场，分批考
试，一上午共有5批考生，最早一批
上午8：00开考。

交大附中学生小黄是第4批考
生，10：00开考，要求9：20进校报到，
而小黄9：00就候在了学校门口。校
门口考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状
态轻松，“英语听说就算计入高考成
绩，分数上差距并不大，所以备考还
算轻松。”小黄说，家里电脑有安装了
模考软件，平均两周会练一次听说，
元旦过后又突击多练了几遍。

10：30，第4批考生陆续走出了
考场。小黄觉得整体发挥还行，和
模考的难度相当。除了快速应答因
为语速问题导致有一题的信息没听
全外，小黄就对看图说话这题心里
没底。他看到的图片大致描述了两
位男孩前一晚在家的差异表现，以
及第二天其中一位被老师表扬了，

“我其实没太看懂图片相互间要表
达的意思，就把每张图的内容描述
了下。”

同样觉得看图说话让人“有些慌
乱”的还有上海西南位育中学的高三
生小陶。昨日下午2点，他走出了徐
汇中学考点。这次他参与的是语文、
数学合格考，以及新高考“外语”一
考。因为以前参加过托福考试，对于
英语口试机考有一定了解，所以考前
并不是太担心。

但考完后他还一直在纠结看图
说话是否要表达什么深层内涵，“我
看到的四幅画大概说了一位带着相
机的孩子在街上走，看到街上全是落
叶，还有几名清扫的环卫工人，他们
做了简单交流后，孩子就加入了队伍
一起扫落叶。我只说了助人为乐，就
怕没想到其他深层含义。”小陶说道。

在曹杨二中考点，来自宜川中学

的何同学表示，上个月学校已经组织
学生们前来进行模拟测试，对于听说
测试的环境、流程和突发情况下的应
对有了事先的演练。昨天的题目，她
觉得基本能在掌握之中。她碰到的
看图说话题涉及到“污染问题”，而她
的好朋友则碰到“送贺卡”的场景。

加入听说成绩提高综合能力
对于新高考改革中对于听说板

块的要求，小陶觉得，学好英语并不
只是刷题考高分就行，能够交流才
是关键。初中时他每周要上三节英
语听说课，练习纯正的美式英语，还
经常录音听自己的发音。通过外国
电影学习了大量的英语词汇，在英
语学习中一直挺注重听说能力，“所
以这次把英语听说算进高考成绩
里，我觉得对测试综合能力还是有
促进作用的。”

家长也有类似的看法。昨日特
意请假送儿子到杨浦高级中学考英
语听说的帅女士就表示，学习英语，
阅读、翻译是能力，语言交流更是一
种综合能力。

她对儿子的英语能力还是挺放
心的，她曾带着儿子去法国、瑞士旅
游，儿子用英语问路、购物都不成问
题，“学好外语，听说读写都一样重
要。这次将听说能力加入高考成绩，
应该会让更多人关注起口语，这也是
综合能力的体现。”

实际上，在众多高中校长和英
语教师眼中，听说测试计入高考英
语总成绩，同样是有利于促进学生
和老师英语听说能力的好事，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倒逼英语课堂的
教学改革。

在传统英语考试模式下，“哑巴
英语”曾被广为诟病。为了应对高考
之变，不少学校从2015年便开始了
专项英语听说练习。更深层次的改
变是，高考改革推动了学校英语教学
和课堂的变化，让各个学校愈加重视
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新年第一考”的春考
刚结束，市教育考试院第一时间发
布了语文及数学考试专家分析。专
家们一致认为，春考语文试卷体现
了高考综合改革的目标效应，对语
文教学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刷
题、猜题等答题技巧越来越无用。
必须要回归到语文教学本原，真正
关注文本，关注阅读，关注社会，关
注生活，关注生命本身，真正提升语
文能力及素养。

语文试卷：作文题有品质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黄玉峰、杨

浦高级中学王伟、华师大一附中李支
舜、管维萍、浦东教发院兰保民等沪
上部分学科专家对语文科目的试卷
进行了深度点评。专家们表示，就整
体而言，整卷传统文化气息浓郁、难
度适中、区分度好、作文题极有品质，
对教学有积极引领作用。

“很语文、很艺术，透露着浓浓
的人文气息。”这是黄玉峰老师拿到
试卷后的第一印象。首先，试卷第
一板块积累应用题目中，题目开始
即是古典诗词，卷子在古典气息中
展开；其次，现代文选文中第一个语
段《天开图画即江山》谈中国文化语
境下的自然与人的关系，谈人对自
然的注视、自然对人的精神的影响
凝聚而成的中国文人精神，谈中国
园林的艺术，最后收笔于中国传统
的文化生活方式，古典文化气息和
审美韵味扑面而来；再次，两个古文
语段人物的价值精神上，《汉书何武
传》中的何武仁厚而方正，《林和靖
先生诗集序》中的林和靖静正博远，
正是传统价值的美好体现；最后，从
整卷古诗文的分值比例来看，也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提升。

此外，结构“稳中有变”，难度适
中。卷子的变化首先是增加了积累
运用的版块，其次增加了客观题的
数量，再次作文题靠拢了秋考作文
题型。但积累运用板块因为前期有
告知故而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从
心理上都能平稳的接受不觉突兀，
且内容除“秦风”的填空外基本都平
易，名句结合情境与理解的考法很
好，避免死记硬背，第2题是语言在
生活中的运用，方向很好。卷子的
阅读理解部分题型都基本延续了一
贯的题型，难度适当，第8题、第11
题、第12题、第15题、第24题、第25
题、第26题等都对高级思维进行了
考查，体现了较好的区分度，兰保民
老师总结到：“看似平实的题目，实
际有难度，不那么容易得分，体现出
了选拔性考试的功能，是一份很扎
实的试卷”。可以说是“寓难度于平
和之中”。

管维萍老师认为，试卷选文语言
富有张力，思考隽永，短小精悍有意
味，体现了很好的审美眼光。长期从
事一线教学的王伟老师认为，整体卷
子看上去有人文气息，对学生的语言
文风也是一种很好的引导，达到了通
过考试普及教育的作用。古诗文阅
读、现代文阅读，鉴赏评价类题目极
富思维含量，也很好地考查了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更能够检测出不同程

度的学习能力。正如李支舜老师所
说：“文言文考核部分增加了断句，属
于新题型，这就要求考生对文本更高
的理解能力。”

契合教学并对教学有积极的导
向。题目基本契合教学不超纲。作
文题目的关键词“关注”“土地”“引
发”“思考”等都指向学生的生命成
长，指引他们关注生活，关注自我生
命，这正是作文应有的人文方向，对
教学有积极的导向。

数学试卷：难易度合理
虹口区教育学院杨岚清、建平

中学虞涛、控江中学许敏、交大附
中曾国光、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
高级中学张林森等沪上部分学科
专家普遍表示，尽管今年春考数学
卷不分文、理，但整体难易度合理，
且有较好的区分度。同时，考查考
生数学思维及应用能力成为本卷
的亮点，这也符合数学学科设定的
考试目标。

虞涛表示，此次春考数学卷的
试卷结构、试题难易度合理，不仅有
考查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
题，也有考查考生数学应用与探究
能力的考题，此类考题注重考生的
数学思维能力，使试卷有了较好的
区分度，比如填空题第 1 题至第 9
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学科知识
的掌握程度，这些题目相对简单，考
生容易拿分；从填空题的第10题至
第12题，对考生的数学思维就提出
了更高要求，需要动些脑筋才能解
答，这也体现了试卷对不同层次考
生的契合度。许敏表示，试卷整体
让人有种“从易到难”的感觉，包括
在各个题型中，也设置了相对合理
的难易坡度，这种人性化考量能很
好地帮助考生逐渐进入到考试状
态，以达到最佳的考试预期。

此外，题量适中，符合考试目标
要求。春考试题数量调整为 21 道
题，整体运算量不大，但思维量较
大。曾国光表示，题量的减少给考生
留出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也符合考试
目标中“考查学生逻辑推理、空间想
象、数学应用与探究能力”的要求。
从近几年的数学卷可以看出，考题除
了考查考生运算能力外，更注重对学
生数学核心素养的考量。

杨岚清认为，各试题的语言表达
简洁、试题所用的数据也相对简单，
主要突出对数学思维的考查，尤其是
学生通性通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如
第12题需要用线性规划来运算；第
16题考查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第18题的第2问，考生可将之转为
熟悉的函数来解答；第20题则使用
了直线和曲线的通性通法。考生可
运用在日常教学中所掌握的知识解
答问题，这也符合“教考一致”的理
念。

张林森还指出，试题训练对数学
学科的学习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如何
有效地练习，则对学科教师的教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试卷中部分
试题，不仅要求考生掌握考纲知识，
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已学知识
进行探索和应用，这将有效引导课堂
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摆脱题海。

上海新高考第一次外语考试听说测试昨天举行

提高口语能力 撬动英语教学改革

语文试卷体现改革的目标效应
根据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方案，2017年上海高考外语科目首次实行一

年两考，选择参加春季高考的考生，外语考试成绩同时作为2017年统一
高考外语科目的第一次考试成绩。昨天，今年春考首次新增的外语听说
测试在全市拉开战幕。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刘昕璐

学生们准备参加英语听说测试。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