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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专家表示：今年的语文试
题遵循“守正创新，稳中有变”理念，
在保持试题延续性的基础上，持续深
化改革，呈现出鲜明特色。

价值导向，彰显学科育人功能
——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如红岩精神）、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如人工智能），引导文化
自信，彰显语文学科育人功能。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综合性学习的“孝
亲敬老”、文言文的君子高洁人格、
文学类文本的勤劳善良、乐于助人
等传统美德，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

试题注重重庆地域文化特点，如
基础部分的文段涉及重庆城市景观、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红岩精神。其
中，第4题还特别对重庆城市精神的
内涵进行探讨，以激发学生对家乡文

化的热爱与认同。
依标命题，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

养——语用方面：第6题综合性学习
中的口语交际、实用类文本第18题
体现了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思
维方面：第5题整本书阅读、第16题
传统人事、第21题作文均涉及评价
思辨；第11题的多文本比较、第20题
拟写评价标准涉及发现探究。审美
方面：古诗文积累和文言文阅读，凸
显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散文阅读
涉及文学审美……以此全面考查学
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着力实践，考查真实情境中问题
解决能力——核心素养强调真实情
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试卷设置了多
项实践性任务，如围绕“文化之约”主
题，设置“巴渝文化寻踪”“经典文化
濡染”“优秀传统文化承传”三个任

务。第6题讨论“孝”的内涵，转述活
动通知。“实用类文本阅读”在“编辑
AI新闻专版”主题活动中，设置“新闻
阅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三个任
务。其中，“新闻采访”要求学生提出
采访建议、拟定采访问题。这些任务
旨在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
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现实生活。

适度创新，回应学生成长需求
——今年试题在保持稳定的前提
下，有一定创新。如实用类文本第
17—20题，过去更多是自然科技和
文化阅读，今年第一次考查“新
闻”，结合教材，围绕“如何正确使
用人工智能”这一热点，对新闻阅
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进行结构
化考查，考查学生媒体素养，回应
学生成长需求。

填志愿看过来！
重庆免费志愿填报系统

上新三大功能
12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为深入

开展“2025高考护航行动”，重庆将继续面向全
市普通高考考生开通“重庆市统一高考志愿填报
辅助系统”，为考生提供权威、公益、免费的志愿
填报辅助公益服务，助力考生填好高考志愿、圆
梦理想大学。

自2021年以来，市教育考试院以“互联网+
公益服务”的形式，免费向全市考生提供公益、权
威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系统具有“历史数据查
询”“招生计划查询”“备选志愿参考”三大功能，
为辅助考生填好志愿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www.cqksy.cn）或重庆招考信息网（www.cazk.
com.cn），使用本人14位考生号（或身份证号）及
高考报名时设置的密码登录该系统。

目前，历史数据查询功能已上线，可查询
2022年至2024年在渝招生高校各专业（分物理
类、历史类）的录取人数、录取分数和位次等信
息。招生计划查询功能拟于成绩查询前上线，可
查询2025年在渝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包括院
校名称、专业（类）名称、选科要求、招生计划数等
信息。备选志愿参考功能拟于志愿填报前上线，
为考生填报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本科批及
专科批志愿提供备选志愿参考。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在往年
基础上，对该系统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优化与改
进。进一步优化查询体验，在历史录取数据查询
基础上，新增“一键查阅、汇总展示”功能；进一步
拓展服务范围，在普通类本、专科备选志愿参考
基础上，新增艺术、体育类本、专科备选志愿参
考；进一步丰富平台内容，更新志愿填报相关专
业知识库并制作指导视频，方便考生和家长掌握
志愿填报的政策及方法，“一站式”查询院校信
息、招生章程、专业介绍、就业情况等信息。

不仅如此，重庆市多措并举助力考生填好志
愿上好大学。

加大志愿填报政策培训力度。市教育考试
院将采取线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分类分层次
开展全覆盖的培训，充分发挥招考机构、中学在
考生志愿填报中的指导服务作用。

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咨询服务活动。
指导在渝招生院校、各区县采取政策宣介会、现
场咨询会、一问一答、电话咨询、网上答疑、网络
直播等方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填报咨询
服务活动。6月13日至16日，市教育考试院开
展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积极搭建考生、家长
与院校的咨询沟通渠道。

此外，还通过推出志愿填报专题访谈节目及
短视频，全面提供志愿填报辅助资料，面向考生
和家长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的预警宣传，协助做好
志愿填报专项治理等方式，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
供权威、专业的高考政策和信息服务，助力考生
填好志愿。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语文考语文考““采访采访””物理考物理考““小面小面””化学有化学有““智能驾驶智能驾驶””

看看，，今年重庆中考题今年重庆中考题的的““守正创守正创新新””
6 月 12 日是

重庆市 2025 年中
考第一天，语文、物

理和化学科目的考试结束
后，市教委组织专家和北碚
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刘蜀
黔、重庆一中物理教师王
乐、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化学
老师宁晓强等一线教师、教
研员，第一时间对相关试题
进行解读。

语文试题解读：守正创新，问你会进行新闻采访吗？

命题组专家表示：今年的重庆物
理试题命制，严格按照《义务教育物
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依标命
题，凸显物理学科育人价值。试题全
面覆盖学科主题内容，突出主干知
识，体现了学科能力和素养立意；试
题贴近教学和生活实际，体现了“从
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
基本理念；试题注重与中华传统文
化、当代科技发展和工程实践等方面
的融合，能充分发挥物理考试评价的
育人导向。

专家表示，今年的物理试题，在
素材的选取上更加贴近和联系学生

的日常生活、学习生活、实践活动、拓
展活动，关注现代科技、前沿信息及
新能源材料、关注新农村建设、关注
民生、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如
编钟乐舞、中药电煎壶、乒乓球、古诗
词物理意境AI作画、蓝鲸号无人艇、
多档电炖锅等素材的选择，涵盖了德
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来进行问题设计，
让学生在解答相关物理问题的过程
中，明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
办”，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让学生得以全面发
展，体现物理学科的育人价值和育人
导向。

在力、热、声、光、电五大板块的
经典问题考查中，均选择日常生活中
的现象和事件自然生成问题，问题的
设计基于能让学生从生活逻辑转化
为学科逻辑，能积极探索基于真实情
境去发现科学问题，探索大自然的奥
秘，并能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的问
题。如第5题，用筷子“挑”重庆小面
的情境设置，设计了关于机械杠杆和
摩擦力两个内容的科学问题，要求学
生根据杠杆的分类情况，能正确分析
捞面筷子在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捞
面过程中面条滑落会受到摩擦力的
作用。

物理试题解读：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重庆小面入题

命题组专家介绍，今年试题聚焦
学科素养和学生的终身发展，有利于
导向义务教育阶段化学教育教学。试
题素材涉及新教材实验相关图标、环
境日主题活动、世界卫生大会、蛇孢菌
素抗癌、薄膜铌酸锂雷达芯片、氨气在
氧气中燃烧、高端芯片制造、科技创
新、钢铁使用及防护、“碳中和”及甲醇
燃料、海水利用、燃料电池等。这些素
材的运用和考查彰显了我国在化学方
面悠久的文化和在当今取得的成就。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学
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充分

彰显了化学学科的育人价值。
试题素材涉及化学与时代要求

和社会热点，如“劳动教育”“环境保
护”“碳中和及转化”“无人机制造”

“智能驾驶”等，从而导向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重点考查基础知识
和主干知识，以2024版新教材为载
体，部分素材如“实验相关图标”“探
究燃烧的条件”“气体的实验室制取”

“水的组成及变化的探究实验”“探究
质量守恒定律”“酸碱盐性质”等都直
接取材于教材，杜绝考查高中内容和
竞赛内容，很好体现了双减要求。

试题稳中求变和求新，全部原
创。如14题对实验操作、现象或结
论的分析；如15题数形结合，从多个
角度考查质量守恒定律，凸显新增实
验教学；20题在化工流程中，融入对
新能源的评价，引导学生形成绿色化
学和可持续发展观；21题探究同一装
置多种物质及其性质，突出学生的环
保意识；22题从定性到定量，再到探
究实验，指向学生深度思维，很好体
现了今年试题的新颖性和原创性。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化学试题解读：聚焦学科素养，涉及“智能驾驶”热点

专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