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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金华市中考语文作

文，我从一线语文教师视角，谈一点

浅见：

两题考查各有侧重，关注不同考
生的写作需求。2022 年金华市中考

语文作文试题以二选一的形式呈现，

两道题的考查各有侧重。题目一考

查学生的叙事能力，突出考生逐步

“走进”语文的经历与体验；题目二侧

重说理，考查考生辩证思考、论述说

理的能力。二选一的题目设置，对不

同思想、不同文体偏好、不同语言风

格的考生发挥其写作水平有较好的

包容度和开放性，考生可自由选择，

有话可说，有感可发。

密切关联语文教材，贴近考生的
语文生活。作文题目一以经典名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为引导语，启发考生思考。名

句出自《论语》，出自教材，是考生熟

悉的名言警句。“语文学习”这一写作

话题，也是学生熟悉的。初中三年，

考生是语文学习的亲历者，教材也安

排了多处语文学习活动。考生的学

习体验多，写作素材也不少。试题立

足考生生活，融入考生生活。

积极回应课程标准，关注学生的
思维发展。作文题目二是关于“走

进”“走出”的思考，话题具有思辨

性。“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是新课标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中的具体内容

之一。思辨型写作不仅考查学生的

思辨能力，培养考生多角度看问题的

意识，还让考生学会用多元、理性的

态度看待生活的思维方式。

发挥考试评价的导向功能，提醒
踏踏实实用教材。促进教与学，是考

试 评 价 除 选 拔 之 外 的 另 一 功 能 。

2022 年金华市中考语文作文试题有

较好的导向作用，提醒初中语文教师

要踏踏实实用好教材。现用统编教

材写作知识丰富全面，编排了 36 个

写作训练点，有较明晰的写作体系。

在当下“教—学—评”一致的理念下，

语文教师更要有用好教材的自觉，带

领学生走进教材、立足教材、活化教

材，稳扎稳打夯实学生写作基础，提

升他们的写作能力，并能“走出”教

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拥有以不变

应万变的能力。

永康外国语学校中学高级教师
胡晓霞

6 月 16 日晚，永康

二中举行新团员入团宣

誓仪式。新团员们面对

闪亮的团徽，高举右臂，

紧握右拳，庄严宣读入

团誓言。

通讯员 文芝烨 摄

入团宣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考生

走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的语文学习回忆、走出关于人

生追求中“走进与走出”的思考时，“时

习”中的“说”可以带来有关语文学习

之路上走向“乐”的经历、关于如何对

待“走进”与“走出”的看法。可以说是

一个走进“心”里去的作文题目。

走进考生“心”里去。题目一的素

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出自《论语·雍也》，是七年级上

册课文《<论语>十二章》的内容。考生

见到熟悉的经典名句，内心会产生亲

近和安全感，有利于打开写作思路。

题目一“讲述你在语文学习之路上走

向‘乐’的经历”，题材贴近生活，考生

写作空间宽广。考生既可着眼课堂上

的语文学习，也可联想到课堂之外，因

为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是相等

的。贴近考生心灵，走进他们“心”里

去，有利于激活他们的写作动力，将个

人对生活、生命的体验诉诸笔端，并在

行文构思与遣词造句时展现创造力。

走进读写融通的“心”里去。《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在教学建议中指出“要重视写作教学

与阅读教学之间的联系”。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若善于统一整合单元读写

目标，以阅读引领写作，以写作助力

阅读，积极尝试构建单元内“阅读—

写作—阅读”的单元教学整合模式，

通过读写互助、读写融通，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

整卷围绕“走进”之旅这一主题，

前面所设“走进婺里去”“走进云里

去”“走进书里去”的阅读任务都是为

“走进心里去”的写作任务蓄势。“走

进婺里去”告诉我们，语文学习生活

的外延很广阔，这是对作文选材拓展

的提示；“走进云里去”所选小说中的

人物对乡村生活的态度转变，可以让

考生在讲述语文学习之路走向“乐”

的经历时，也可以借鉴其文的布局构

思；“走进书里去”的文言故事，亦有

“走进”与“走出”的思辨意味，对写作

题题二如何在“走进”和“走出”的矛

盾中寻求对立统一具有指导意义。

走进语文课程核“心”里去。凸

显语文本质的语文学习是以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为先导的，以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为考查目标的命题形式是走

进语文课程核“心”里去的。题目一

以语文学习生活为素材，紧扣语文学

科本质，无论是小说、散文等学习历

程中“走向乐”，还是各种语文活动探

究，都以核心素养为依托。而课堂外

的语文学习，培养考生在特殊情境中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能体现语文

思维品质。对题目二“走进”和“走出”

的辩证思考，这是强调深度且是多维

度的一种思考，这与语文核心素养强

调的思维发展与提升是不谋而合

的。核心素养讲求解决真实问题，强

调深度思考的“质”，以助于激发思考

和引导探究。题二以分析、评价、创

造等为主的高阶认知能力，考生在思

考、判断、表达等写作交流过程中得

以训练和提升。

永康中学高级教师 胡耀珍

苦瓜为啥会苦
味虽苦但有营养

歌手陈奕迅唱过一首歌——《苦

瓜》。歌词中写道“开始时捱一些苦，栽

种绝处的花”。那么苦瓜为啥会苦？它

有可能变甜吗？

苦瓜，又名“半生瓜”。半生前，只

觉苦涩；半生后，才领悟苦后尚有余

甘。苦瓜早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家常

小菜，因苦而闻名，也因苦而受人青

睐。那么，苦瓜为什么会让人产生“苦”

这种味觉呢？

首先，味觉的产生有一定的结构基

础，味蕾是口腔中主要的味觉感受器。

当味细胞受到刺激时，“冲动”经过面神

经、舌咽神经和迷走神经的轴突进入脑

干、丘脑，经过大脑皮层的综合分析后

反馈信息，产生不同的味觉。从味觉生

理学的角度来看，基本味觉只有四种：

酸、甜、苦、咸，其他千百种不同的味道，

都是这四种基本味觉的混合。呈味物

质必须具有一定的水溶性，否则无法被

味觉细胞感觉，当物质经唾液溶解之

后，才可以显现出味感。水溶性越高，

味道产生的速度越快，一般来说，酸味、

甜味和咸味的物质具有较高的水溶性，

而苦味物质的水溶性相对较差。在四

种基本味觉中，人们对咸味感觉最快，

苦味感觉最慢，这就是我们对苦味后知

后觉的原因。

“没有苦味，世界该有多美好呀”，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苦这种味觉，是人体对自己的一种

保护机制。味觉的主要功能就是帮我

们分辨事物的营养价值，避免吃到有毒

的东西。而很多有毒性的东西吃起来

都有一定的苦味，一旦感觉到苦，可以

及时地吐出来，以保证我们的生命安

全。

那么，苦瓜的苦味从何而来？科学

研究表明，苦瓜的苦味来自于两种物

质：一种叫作瓜苦叶素，另一种叫作野

黄瓜汁酶。如果两种物质同时存在，瓜

果就会出现苦味。研究表明，葫芦科植

物有非常相似的苦味特征，这是由于植

物与外界环境在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制

约的条件下，经过自然选择，产生了某

些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通常具有毒性，

并且是“天然杀虫剂”，植物用它们来抵

御疾病和寄生虫等。如芹菜、香菜、茴

香等带有特殊味道的蔬菜，也和苦瓜一

样，产生的辛香味是一种天然的驱虫

剂。

苦瓜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苦

瓜素、多肽、蛋白质、维生素等活性成

分。苦瓜虽苦，但是和其他菜一起烹饪

时不会传递苦味，所以又被称为“君子

菜”。

苦瓜虽苦，却很有营养，对我们的

身体有很多好处。比如：

解乏消暑。苦瓜中含有生物碱类

物质奎宁（俗称“金鸡纳霜”），具有利尿

活血、消炎退热的功效。《滇南本草》载

道：“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

健脾开胃。苦瓜甙和苦味素能增

进食欲，健脾开胃。苦瓜的微苦刺激胃

液大量分泌，有利于消化，是一种好的

开胃菜。

治疗糖尿病。苦瓜的新鲜汁液中

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作

用。所以苦瓜能够辅助治疗糖尿病。

增强免疫力。苦瓜中某种活性蛋

白质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清除身

体内的有害物质，增强人体免疫力。

（市科协供稿）

走进“心”里去

用好教材 走进教材 立足教材 活化教材

【真题展示】
题目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了解到喜欢再到以此为乐，是逐步“走进”的过程。回忆初

中三年的语文学习，写一篇记叙性文章，讲述你在语文学习之路上走向“乐”的经历。

题目二：有人认为，“走进”永无止境，我们应该不断追求“走进”；也有人认为，“走进”的同时也要学会“走出”，

不能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对此，你怎么看？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性文章。

要求：①文题自拟；②不少于500字；③不得出现含有考生信息的人名、校名、地名等。

今年中考作文怎么写?
我市语文高级教师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