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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试题考查范围、考查内容、考查形式、侧重点等多个方面，对 2017年澳门地区四校联考语文试题与内地

全国三卷语文试题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语文试题的发展变革提出建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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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and analyse the language questions in the 2017 Joint Examination of the four schools in
Macao with the language questions in the three national papers in the Mainland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scope, content,
form and focus of the test questions, so as to suggest and enlighten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es in the languag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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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和内地的高中语文试题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

同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 2017 年澳门地区四校联考语

文试题，与 2017 年大陆地区普通高中升学考试全国三

卷的语文试题，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寻求对内地语文升

学考试的启示与改进之处。

一、澳门四校联考中文试题总述

澳门“四校联考”是由澳门大学、旅游学院、澳门

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四所高校共同组织开展的联合

考试。[1]“四校联考”制度从 2017 年起启用实施，是澳

门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首选的考核方式。因此在澳门地区

受众面广泛，比较具有代表性。考试科目主要分为语言

科和数学科，语言科包含中文、英文和葡文。中文考试

主要集中于考查汉语言基础知识，阅读和写作能力，如

图 1 所示。2017 年入学考试的试题中，主要分为语言知

识、篇章阅读和作文三个板块，分别占比 40%、20%和
40%。语言知识与篇章阅读板块题型为选择题。考查的

内容主要有汉语言基础知识、语体文阅读和文言文阅读，

分别考查学生汉字、词语和句子的运用能力和文言文、

现代文的鉴赏分析能力。作文板块考察学生规范使用现

代汉语，并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能力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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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地高考语文全国卷三试题总述

高考是内地高中毕业生参加的全国统一选拔性考

试。全国卷则是由教育部组织命制的，适用于全国大部

分地区的高考试卷。全国三卷自 2016 年投入使用，主

要针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省份。语文试

题主要分为现代文阅读、古代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

和写作四个板块，占比分别为 23%、23%、14%和 40%。
包含了选择、填空、主观题三种题型。语文全国卷注重

考查批判性思维能力、文学类文本鉴赏能力、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以及写作能力。

三、澳门与内地语文试题异同点分析

通过对澳门“四校联考”中文试题与内地全国卷 3
语文试题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这两份试题既有相似之

处，也有不同之处。

3.1 相同之处

3.1.1 两地试题考查范围及形式基本一致。

内地和澳门的语文试题考查范围基本都是四大板

块：汉语言基础知识、现代文赏析、文言文积累与运用

和写作板块。两地的语文试题考查形式基本一致，都围

绕四大板块展开，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考查较为全面。

3.1.2 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查。

全国卷三与澳门四校联考试题都涉及了语文基础

知识的识记与运用。两份试题都涉及了成语的正确使用、

病句的识别与修改、语言表达等类型的语言文字运用题，

考查的方式也基本一致，都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呈现，分

值占比基本都为 2-3 分。例如，关于“成语的正确使用”

这个知识点，两地的试题都以选择的形式，将成语运用

于具体的句子中，要求考生选择中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

或几项。

3.1.3 注重写作能力的考查。

两地分值最大的板块都是写作，占比 40%，且考查

的形式都是给出考生一到两段材料，要求考生围绕所给

材料作文。作文板块的考查均有字数要求，而不限制考

生所用的文体，既给考生限定了写作范围，但又留足了

发挥的空间。“任务驱动型作文”是两地常用的作文形

式，材料内容切合考生生活，同时关注重大时间节点，

思辨性较强。例如全国卷 3 的作文选择了恢复高考 40
年这一重大时间节点，既结合时事，又与考生的生活密

切相关。澳门四校联考则选择了“慢生活”和“冲击挑

战”两则材料，如图 2 所示，通过作文展现考生对于人

生价值的理解与选择。[3]虽然两地所选材料不同，但其

内核都在于考查考生表达能力及语文核心素养。

图 2

3.1.4 注重语文运用能力的考查。

全国卷 3与澳门四校联考试题都注重考查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对于所学语文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将语文试

题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例如四校联考试题中，无论是语

病题还是成语使用题，都涉及到澳门考生的日常生活：

港珠澳大桥的建立、《七子之歌》、澳门电视节目等等，

注重考查语文基础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能力。全国

卷 3同样也提及学生较为熟悉的传统文化、生活热点等，

在考查语文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强调实际运用。

3.2 不同之处

3.2.1 内地试题题量更大，考查内容更为细致、深

入

内地语文试题题目总量远大于澳门四校联考试题，

在阅读板块，内地语文试题要求考生阅读论述类文本、

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文言文、古诗各一篇，并以

选择、内容概括、文言文翻译、古诗词鉴赏等多种题型，

考核考生的语文素养。澳门四校联考的文本阅读仅有一

篇现代文和一篇文言文，且文章篇幅较短，主要以选择

题的形式考查阅读能力，没有出现主观题，考查学生对

于现代文和文言文的鉴赏能力。此外，全国三卷中出现

的古诗文名句默写、诗词鉴赏、语言文字运用等板块，

在澳门四校联考中均未涉及。

3.2.2 内地考试形式更为多样，不局限于选择和作

文

与澳门四校联考语文试题相比，全国卷三的试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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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为多样，选择、填空、主观题和作文均有涉及，选

择题占比仅 24%。而四校联考的语文试题只有选择和作

文两种题型，选择题占比高达 60%。四校联考中汉语基

础知识、现代文和文言文的阅读赏析能力的考查均是以

选择的形式出现的。而全国三卷则通过选择、填空和主

观题三种形式考查考生的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

评价、表达运用和探究能力。

3.2.3 两地语文试题考查侧重点不同

尽管澳门和内地的语文试题结构基本一致，但通过

比较不难发现，两地对于学生语文能力的考查侧重点并

不相同。澳门四校联考的语文试题中，对于古代汉语知

识和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仅占 22%，而对于现代汉语

基础知识，文学文化知识以及现代文阅读能力的考查占

比高达 38%。澳门语文试题更注重考生对于语言文字的

识记与应用，要求考生掌握汉字的正确读音，正确使用

汉字、成语和句子。因此对于成语、错别字、病句，关

联词运用，标点符号，修辞手法，词语结构，句子分析

等知识点考查细致。[4]内地的高考试题则更强调考生综

合能力以及语文知识和能力运用的考查，现代文本和文

言文占比基本一致。

3.2.4 澳门四校联考地域特色突出

内地语文全国卷试题适用的考生并不局限于某一

地区，而是多个地区，因此语文试题并没有比较鲜明的

地域特色。但澳门四校联考的语文试题仅仅针对澳门地

区考生，地域性较强，更为贴近考生生活实际，更好地

实现语文和生活的结合。例如歌曲《七子之歌》、电视

节目《澳门优等生》、港珠澳大桥等都是考生所熟知的，

将生活中的事物融进语文试题中，更能体现语文的生活

性。

四、对语文试题发展改进的启示

通过对澳门四校联考语文试题与内地语文全国卷

三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两地语文试题在考查范围、

基础知识、写作能力以及语文运用能力上都有相似之处，

注重学生汉语言文字的理解运用、文学审美的熏陶提升

和人文精神的涵育培养。但在试题的题量、形式、侧重

点以及地域特色方面各有不同。通过两地语文试题的对

比分析，可以给语文试题的改革发展如下启示：

4.1 在试题中凸显语文和生活的联系

澳门四校联考的语文试题中，很多题与考生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例如语言文字运用试题中语言表达一题，

依托于寻物启事，将考查的知识点融入到具体的语境当

中，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运用语言，学会得体表达。在

内地语文试题的编写中，也可以将语文试题融入具体的

语言情境中考查，凸显语文学科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将

语文学科中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具体情境中。

4.2 注重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考查

一份成功的试题，对于学生能力的考查应当是全面

的，两地的试题中都对学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

用和鉴赏评价等多种能力进行考查，而不是局限于某一

种或几种能力的考查。在语文试题的编写中，应当注意

能力考查的全面性、多样性和层次性。例如，在作文题

目的编写中，给出材料情境，引导学生提取材料信息后，

进行鉴别取舍，以文章的形式展现考生的思考与理解。

4.3 扩大试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在澳门四校联考的语文试题中，试题内容并不局限，

既考查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的基本常识，

又考察了语体文和文言文的阅读能力。试题的材料与设

问方式都是依托于教材，而从教材中延展，在试题中考

查考生对于知识点的积累与灵活运用能力。[5]在语文试

题的编写中，可以适度扩大其开放性和灵活性，以教材

作为支点，有一定程度的延伸，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与

运用能力。

五、结语

总之，通过对内地和澳门四校联考语文试题的分析

比较，本文发现这两份语文试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

不相同的地方，在语文试题的编写中，只有充分掌握考

试大纲的要求，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充分注重知识能力

的考查与迁移，才能够使试题充分发挥检测学生各方面

能力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佘永璇,马早明.澳门高校 “四校联考”政策实

施:背景、内容与影响[J]高教探索,2019(12):36.

[2] 聂苇苇.澳门“四校联考”述评[J]高等教育在

线,2015(05):159.

[3] 张媛媛.《澳门基本法》框架下澳门语文政策的

解读及其实践[J]宁波大学学报,2022(01):59-60.

[4]黄翊 . 澳门语言研究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7.

[5]潘庆云. 澳门基本法与澳门的法律语言问题[J].
法学论坛, 1999(4): 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