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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 昨天下午5时15分，杨浦区复旦实验中学考点外，考生小付轻松走出考场，与

早已等候在外的妈妈相拥，一束百合花代表了父母的美好祝福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蔚）高考数学

卷历来让许多考生“怕”，也让一些

“尖子生”得意。这主要是因为数学

赋分的区分度会比较大。市教育考

试院用“新意涵在平和中，思维见于

求解时”这句话传递了今年高考数

学上海卷的特点。

考试院认为，试卷延续了近几

年上海高考数学试卷的总体风格，

结构形式和题型题量保持稳定，各

板块内容的分值分布恰当，全面考

查了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在此基础

上，充分考虑学情，试题平和亲切，

语言简洁明确，阅读量适中。部分

试题源于教材，考生比较熟悉，有利

于考生缓解情绪，进入状态。例如，

填空题的前几题，运用基础知识，无

需动笔计算就能得出答案。立体几

何解答题，只要概念清楚，便能应用

公式或向量工具求解。函数解答

题，只要掌握函数及其图像的基本

性质、解方程和不等式的基本知识，

就能顺利求解。

试卷注重对思维能力的考查，

不少试题有多种解题途径，不同的

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例如，函

数奇偶性填空题，可以从定义出发

推得结果；也可以先考虑必要性，代

入特殊值求解后再验证充分性；还

可以数形结合观察图像求解。数列

填空题，考查对等差数列求和公式

本质的理解，可以运用数列的通项

与求和公式，也可以利用等差数列

的性质，还可以借助二次函数的图

像求解。向量填空题，题设和所求

结论的表达都是考生非常熟悉的，

但解题路径的选择具有多样性。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试题取材体现出数学的

简洁和优美，引导考生发现美、欣赏

美，重应用、重实践，用数学眼光观

察世界，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用数

学语言表达世界。例如，立体几何

选择题，引入“相互可见”的概念，考

查正方体中点、线、面的关系，生动

形象，让考生体会空间关系的美

感。概率填空题，以运动素养调查

为背景，让考生体悟到数学在生活

中的应用，并感受运动的丰富性和

重要性。应用题以多面体教具设计

为情境，引导考生动脑思考、动手操

作，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感悟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获得感

和成就感。

本报讯（记者 王蔚）“求真求

实有温度，不忘初心育人才。”这是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对昨天高考语文

上海卷的命题思路的总体概括。考

试院认为，今年的语文试卷充分发

挥了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育人功

能，落实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要求，充分考虑考生实

际，坚持育人导向，深化教评改革，

实现教考一致。

“文言文一”通过叙写传主的几

则材料，引导考生体会传主高度的

责任意识和爱国爱民情怀；“文言文

二”是一篇序文，作者为友人的《摄

山采药图》作序，以心系天下、不计

个人得失的“古之君子”品格激励友

人。两篇文言文阅读引导考生理

解、认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社会责任感，增强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使命感。

社科类现代文部分体现了求真

求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引导考生通

过比较阅读，对科学属性的判定形

成正确认知。同时，两则材料从不

同侧面展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异同，有助于考生进一步思考专业

选择和未来发展。

文学类现代文选自作家万方的

《你和我》，选文以女儿和读者等多

重视角，记叙了著名剧作家曹禺的

晚年生活片段，表现出曹禺对生活

和生命的热爱。试题引导考生深入

理解作品内涵，感受人物丰富的精

神世界和人格品质。

写作题传达了立德树人的育人

导向，能够唤醒考生的生活经验和

学习积累，激发考生广泛联想和深

切思考。题目保持上海卷作文一贯

的思辨风格，为考生提供立体多元

的深层思考空间。

今年的语文试卷落实了课程

标准，体现了高校人才选拔要求，

依据学业质量水平相应要求，对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四个维度作考查，

既各有侧重，又构成有机整体。试

题设置由易到难，考生易于上手；

梯度合理，便于逐步深入。如“文

言文二”共设四道试题，前三道试题

分别要求考生正确运用文言词语、

理解分析内容、赏析说理特色。这

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文本梳理

过程，可以加深对作者情感态度的

认识，有助于最后一道综合性试题

的作答。

试卷还呼应了“多读书、读经

典”的语文教育的价值追求。如文

学类现代文中涉及父女对《雷雨》艺

术价值的讨论；积累应用部分涉及

《红楼梦》，但不机械考查具体情节，

而是设计了一个演出活动的任务，

要求考生根据原著中人物的身份与

性格，选择最恰当的台词。

恢复高考45年后，高中教育改革显成效

教材更 了 赶考更 了

呼应“多读书读经典”价值追求
——2022年上海高考语文试卷评析

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解法
——2022年上海高考数学试卷评析

“自信满满进考
场，相信一切努力都
有回报。”这是昨天
仙霞高级中学成洁
老师送学生进考场
时说的一句话。虽
然三年高中生活经
历了两次长时间的
网课，高考三天又是
酷暑天，但严严实实
的口罩似乎仍遮不
住写在他们脸上的
坦然和释然。今年
是恢复高考 45 周
年。正在推进的高
中教育改革，让同学
们拥有了更多的学
习主动权。按兴趣
选科目，也让他们能
更好地扬长避短，充
分发展个性特长。

亲密 从容
考完扔书本的少了
过去，网上曾流传有高考生在

考完后尽情发泄，最极端的行为就

是将曾经形影不离的课本撕成碎片

抛向天空。

川沙中学语文教师王谦昨天一

早就等在新川中学校门外，这是他

带了三年的学生，要给临考的同学

再鼓励加油一次。王老师说，上海

的考生基本上都很淡定、坦然。在

上海，没有听说过哪个考场会发生

集体扔课本的情况，这应该说得益

于上海深化高中课程改革取得的积

极成效。学生对学什么、怎样学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强了。

“就拿语文学科来说，这是上海

使用部编的语文、政治、历史教材后

的第一届高考生。教师在使用新教

材时，把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

到18个学习任务群中，更加注重学

习任务设计、情境创设和学生的学

习体验。比如，在《红楼梦》整本书

阅读教学中，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读

深、读透经典作品。教师在教学上

也百花齐放，培养学生多角度解读

的能力，有的侧重人物解读，有的侧

重小说文体学习，还有的用设计《红

楼梦》文创产品等活动引导学生学

习原著，留给学生更多思考和表达

的空间。”王老师说，现在的高中教

学是很开放的，是基于学生个性特

长的培养，能更大程度上拉近学生

与学科之间的情感联系，“学生与知

识的亲密度增强了，他们怎么会去

撕书本呢？即便从全国来看，这种

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通过高中三年，构建一个理

性、包容、自由和丰盈的自我。”这是

王老师在考前最后一课结束时，与

同学们共勉的话。

穿旗袍送考的少了
身穿开衩的旗袍，寓意“旗开得

胜”，这是一些送考妈妈的心意和祝

福。然而，今年的送考人群里，“旗

袍妈妈”少了许多。在市东实验学

校考点，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居家学

习的那段时间成了近距离了解和观

察孩子学习情况的机会，对孩子也

更宽容了，不太需要用穿旗袍来给

孩子打气了。“紧张情绪是会传染

的。送考的妈妈首先要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上海

交大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医师林国珍说，站在孩子的角度去

理解和感受，善于接纳孩子的烦恼

和压力，这才是最好的陪伴。不穿

旗袍的杨浦高级中学高三班主任沈

静天，在高考前手写了33张明信片

送给全班同学，其中“功不唐捐”四

个字，是她传递给考生们的信念。

同样，成洁老师昨天也没有刻

意穿上旗袍，而是穿了件紫色上

衣。她说，尽量保持本色，让同学们

看到老师熟悉的身影就陪伴在他们

身边。成老师在考场外给每位同学

送上一张小小的幸运贴纸，这是她

提早一个多月网购的。不同的贴纸

上写着不一样的勉励的话，如“奔赴

山海”“取得佳绩”“自信满满”“我可

以”“越努力，越幸运”“超越自我”

等。张晨楷同学挑了一张“坚持到

底”，他说：“上网课时那么困难的日

子都挺过来了，相信自己一定能够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马大哈”考生少了
昨天，本报报料平台接到的有

关“马大哈”考生的情况，比往年少

了七成。以往，几乎各个考点都会

有忘带身份证、准考证、文具的考

生，或出现记错考试时间、跑错考场

的情况。今年尽管没能彻底杜绝高

考“马大哈”，但人数已少了许多，绝

大多数考点没有出现“险情”。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

陈小文说，前几年他总有一点“爱管

闲事”，每年高考都会站在考场外，

看一看有没有急吼拉吼冲进考场的

学生，甚至曾亲眼看到考生把准考

证掉在地上却浑然不知的画面。但

是，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准备得更充

分，赶考更从容了。

“以往，在开考前，考生往往注

意力集中在多复习一道题、多背一

个单词上面，而操心整理考试物

品、安排赶考时间等与自理相关的

并不多，因为这些生活细节的安排

往往都依赖家长和老师。”陈小文

认为，这届高考生在过去三年里有

两个学期的大段时间是在线学习，

这样的特殊经历催生了他们自己

对自己负责的责任心。尽管网络

世界四通八达，但对许多孩子来说，

离开线下集体学习，需要独自应对

在线教学。在这样特定的学习环

境里，对自律、自觉有了更高的要

求。在线上学习时期，家长们要忙

于工作，原本照料孩子生活起居的

祖辈也无法同处一个空间，孩子们

需要学会为自己做些什么，比如烧

一餐饭。最近几天，查验核酸也需

要孩子自己带好相关证件，这都是

赶考前学会整理自己物品的一种

演练。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在

倒逼他们要尽快成熟起来、自立起

来，这或许就是“马大哈”变少的一

个重要原因。同时，这也为他们将

来更好、更稳地走好人生之路打下

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