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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年重庆中考英语写作命题分析及教学建议

丁　薇

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4020

摘　要：本文对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试题进行命题分析，主要分析其命题内容、馈入信息以及试题设计。发

现试题的主题主要为“人与自我”和“人与社会”，试题内容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人文教育性；同时也体现出时代性鲜明、

综合性较强的特点；信息馈入方面，方式与信息提供量均较为适当；试题设计上也较好地体现出真实性、交际性和开放性。

基于分析结论和新课标要求，针对初中阶段英语写作教学与评价，提出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建议，以期为初中英语写作教学

实施与发挥写作测试反拨作用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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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教育部，

2022）提出了英语学科的核心素质培养目标。写作，作为学

生英语学习的重要输出方式，其过程中体现出学生的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是与新课标提出的核

心素养培养目标是相匹配的。故而，写作命题的分析与研究

能够落实新课标的教学理念，为教师教学提供一定参照，切

实发挥学科育人价值，实现教学与课标的对齐。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为重庆市 2020-2024 年中考英语的写作试题 A

卷与 B 卷，共 10 套；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

1.2 分析框架

本研究参照杨志强等（2018）高考英语书面表达题分

析框架，结合新课标，从试题内容、馈入信息以及试题设计

三方面分析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命题。

2 研究过程与分析

2.1 试题内容分析

本研究从体裁、题材两方面分析 2020-2024 年重庆市

中考英语写作的试题内容，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试题内容分析

类别
年份 主题 体裁

2020
A 卷 人与社会（劳动教育） 应用文

B 卷 人与自我（英语口语调查） 应用文

2021
A 卷 人与自我（英语作业） 记叙文

B 卷 人与自我（运动安全） 应用文

2022
A 卷 人与自我（传递快乐） 记叙文

B 卷 人与自我（控制愤怒） 应用文

2023
A 卷 人与社会（孝亲敬长，传承美德） 应用文

B 卷 人与社会（团队协作） 记叙文

2024
A 卷 人与自我（生活与情感） 记叙文

B 卷 人与社会（语言学习） 记叙文

2.1.1 主题

参照新课标中三大主题范畴划分，发现 2020-2024 五

年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试题以“人与自我”主题考查最

多，其次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五年间没有体现。

总体上，重庆市 2020-2024 年中考写作命题在主题选择方面

具有以下特点：

①体现学生主体性

从表 1 可以看出，大部分题材考察“人与自我”主

题，以“我”为视角，让考生能够有物可写，有感而发。如

2022 年 A 卷和 B 卷分别以“传递快乐”与“控制愤怒”为

主题，考察“做人与做事”，都隶属于“人与自我”这一范畴。

可见，重庆中考英语写作命题立足于考生的角度，紧扣考生

生活实际，符合初中生心理发展阶段与特点，体现出对于学

生主体性的重视与维持。

②体现人文教育性

重庆近几年中考写作命题既关注学生思想品德，又注

重关注传统文化与优良美德的传承与弘扬。以 2023 年中考

A 卷和 B 卷为例，两卷分别以“孝亲敬长”、“团结协作”



教学教法研究 5卷 1期
ISSN:2810-9651

9    

为主题，传承传统美德，弘扬优秀品质，注重优秀文化的传

承和学生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人文教育意义。

③体现鲜明时代性

重庆近几年中考英语写作试题的命制关注时事，体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期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工作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 年 3 月印发的重

要文件；同年，重庆中考英语 A 卷以此为背景设置征文比赛，

让考生以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与个人建议作文。2021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

知》，重庆中考英语 A 卷以此为背景，要求考生向英语杂

志主题征文活动投稿，讲述个人印象深刻的作业经历，提出

个人建议。

④体现英语学科课程综合性

新课标（教育部，2022）强调基础、实用、全面的义

务教育英语课程特征。分析发现，2020-2024 年，尤其 2022

年新课标出台以来，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命题越发体现出义

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学科综合性，体现其学科育人价值。

重庆市中考写作试题不仅考察考生语言能力，如遣词造句，

基础语法、句法知识等，还关注考生的文化意识、思维品质

与学习能力，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时代价值观，发挥学科育

人价值。

2.1.2 体裁

本研究参考新课标，将中考书面写作体裁记叙文、应

用文、说明文、论述文四个种类。分析发现，重庆市 2020-

2024 年中考英语书面表达考察体裁以应用文为主，其次是

记叙文；二者相比，应用文考察更多。应用文要求考生在具

体情境下运用语言，这有效考察了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实现语言学习工具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因而，应用文在

近年来重庆中考英语写作试题的高频出现是可以理解的。需

要指出的是，在近几年的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试题中，通常

并不是单一地考查一种文体，而是在考察一种文体的同时包

含其他文体要点。

2.2 信息馈入分析

武尊民（2002）指出，写作试题的题目说明是写作题

目的重要部分。写作题目过难或过易都不利于考生写作，所

以对于写作题目信息馈入方式与信息量的分析也十分重要。

表 2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试题信息馈入分析

类别
年份 信息提供方式 信息提供量

2020
A 卷 文字型 适当

B 卷 图表 + 文字混合型 适当

2021
A 卷 提纲 + 文字混合型 适当

B 卷 文字型 适当

2022
A 卷 图表 + 文字混合型 适当

B 卷 文字型 适当

2023
A 卷 图画 + 文字混合型 较多

B 卷 图表 + 文字混合型 较多

2024
A 卷 图画 + 文字混合型 较多

B 卷 图表 + 文字混合型 适当

2.2.1 信息提供方式

如表 2 所示，重庆市 2020-2024 年中考英语写作试题

信息馈入方式常以文字型为主，且多在文字馈入方式的基础

上结合图表、图画。这兼顾了情境性与趣味性，其信息馈入

效率更佳；同时，也对考生“看”这一技能进行检测。

2.2.2 信息提供量

根据表 2，不难看出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

试题题目信息提供量整体把控得当。试题提供信息一般包括

题目文字、写作要求、写作要点等，对于考生具有有效提示

作用。值得讨论的是，足够的提示虽然是给学生提供了思路

和帮助，但也有可能导致考生发散空间不足，反而照搬照翻。

这在降低写作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试题的效度。

2.3 试题设计分析

2.3.1 真实性

写作命题的情景设计应考虑实际情况，体现真实性。

通过分析，发现重庆市中考书面表达试题设计具有较强真实

性。如，2023 年写作试题要求学生以团队协作为主题分享

个人经历与生活感悟；团队协作在考生个人学习与生活中是

无处不在的，写作起来自然也会更真实流畅，而不会毫无头

绪；其次，参考信息给出的提示，如 “Clean up classroom” 

“basketball game”等对学生来说也并不陌生。总之，2020-

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命题真实性把握较好，无论是

主题的选取，还是背景情境的设置，都较好地贴合考生的生

活实际，使考生在作答时有物可写、有情可抒、有感可发。

2.3.2 交际性

交际性强调作者和读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互动。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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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让考生带着身份去写作，知道写给谁，为谁写；让写

作成为双向互动中信息的载体，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与写作

的信息传递作用。分析发现，重庆市 2020—2024 中考英语

作文命题多采用直接点明或设置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的方

式，带出写作目的和阅读对象。如，重庆市中考英语 2020

年 A 卷书面表达题要求参加校报英语栏目 English World 征

文比赛。题目通过设置交际情景，指出写作目的（征文建议）、

写作者身份（学生）以及默认面向全校师生的阅读对象。总

之， 2020-2024 年重庆市中考英语书面表达试题具有较强交

际性，通过设置交际情境让考生身临其境、有的放矢。

2.3.3 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写作试题在命题中应给考生的思维发散空

间。通过分析，发现 2020-2024 年重庆市写作命题开放性适

当。如 2020 年重庆中考英语 B 卷写作试题以 “My Creative 

English Homework”为主题要求考生写一篇征文，参考信息

包括考生本人最有创意的英语作业经历以及个人作业建议，

如形式、理由等。可以看出，在题目设置过程中，会给予考

生适当提示，但是也注意留有考生自由发挥空间，体现出适

当开放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命题分析结论

本文从试题内容（主题与体裁）、馈入信息（信息提

供形式与信息提供量）以及试题设计（真实性、交际性与开

放性）三个方面切入，发现：在重庆市中考英语写作命题中

主题选择以“人与自我”和“人与社会”为主，“人与自然”

在五年间未涉及；写作命题注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人文教

育性，体现出的时代性、综合性十分鲜明；体裁上以应用文、

记叙文考查为主；无论是信息馈入方式还是信息的提供量都

比较恰当；在试题设计上，也很好地体现了真实性、交际性

以及开放性。

4.2 教学建议

根据分析结果，结合新课标具体要求，针对初中英语

写作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4.2.1 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新课标指出，教师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在主

动学习中获得积极的个体经验，感受到学习的兴趣。在初中

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个人特征；这也就要求教师提升自身技能与教育机

智，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地进行写作环节。

4.2.2 关注生活以及身边的热点时事

分析发现，重庆市中考英语书面表达题目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热点，这也能够发挥写作

测试的反拨效应，在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之外，培养学生学

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同时，增强学生家国意识与文化意识，

提升其文明素养与社会责任感。

4.2.3 建立写作教学多元评价体系

新课标明确提出教师应当树立“教 - 学 - 评”的整体

育人观念，发挥“教 - 学 - 评”协同育人功能。初中英语

教师应当研读课标、遵循课标，通过采取多维评价内容、多

元评价主体、多样评价方式与规范评价流程体系的方式，构

建完整、多样、科学的初中英语写作多元评价体系，力求做

到以评促教，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实现核心素养

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 雷萍 . 新课改背景下湖南中考英语书面表达命题评

析——以 2022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中考真题为例 [J]. 文教资

料，2022，(24):157-161.

[2] 杨志强，辜向东，王新飞 . 2008—2017 年高考英语

书面表达试题历时研究 [J]. 教育测量与评价 . 2018, (2):18-26.

[3] 武尊民 . 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 吴勇，吴静，梁嘉敏 . 指向核心素养的写作命题分

析及教学应对——以 2013-2022 年广东中考英语书面表达题

为视域 [J]. 校园英语，2023，(03):9-12.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 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丁薇 (2001—)，女，汉族，重庆万州，在读

硕士，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