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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漫画类试题评述及命制建议
■张华 1，曾芮 2，向雨 3

摘要：漫画类试题是对考生阅读理解、归纳概括、文字表达、思维创新等能力的综合考查，其内

容鲜活、时代感强，寓意深刻、哲理性强，题材多样、针对性强，形式活泼、亲切感强的特点备受命题

人关注， 在二十年来的全国各地中高考试卷中频频出现。 梳理 1998~2017年间中高考语文试卷中
的漫画类试题，有助于我们把握试题的特点，深入认识此类试题，提出合理的命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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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

事的图画。 一般运用变形、比拟、象征的方法，构成

幽默、诙谐的画面，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 [1]时

事生活、人生百态是漫画题材的来源，对人事景物、

社会现象的讽刺、批评、歌颂，或单纯娱乐是其主要

功能。 漫画作为试题进入语文试卷早已有之，1948
年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新生入学考试，其

国文试卷就要求考生根据丰子恺先生《柳下人歇待

船归》的漫画[2]进行文章写作。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
度以后，上世纪80年代全国高考语文卷（1983年）、

90年代全国高考语文卷（1996年）都出现过漫画类

试题。 2016年6月，全国高考语文卷I的“写作”以漫

画命题，再次将漫画类试题推入公众视野。

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中考还是

高考， 漫画类试题在语文试卷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就考试题型创新的要求而言，漫画类试题

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亲和力强，能测查学生的综合

能力，是对文字类试题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就目

前进入“读图时代”而言，图像已成为我们“阅读”的

主要领域，漫画试题的命制即是对“读图时代”的极

大回应，也是“读图时代”的要求。

一、漫画类试题的特点

1998~2017年间，全国中高考语文考查漫画类

试题共计155次，其中中考132次，高考23次。就试题

特点而言，漫画类试题形式灵活、内容丰富、题材广

泛、题型多样，具有传统文字类试题难以比拟的优势。

（一）试题命制：数量偏少

1998~2017年间，全国中高考语文仅155次考查
漫画类试题，数量较少。 各地中考高语文每年均命制

漫画类试题，图1中，出现次数最多为2010年，共21
次，占比13.55%；最低仅2次（1999年），占比1.29%。其

中，12次（2009年）陡增至21次（2010年），占据历年

增幅最大之首；2009~2016年间出现次数最多，均超

过7.75次的年平均量，共计116次，占据总漫画类试

题数近75%。 2015~2017间，全国中高考语文漫画试

题出现频数逐年减少，且是历年来减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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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分布：较为集中

二十年间，除全国卷命制漫画类试题外，江苏、

湖北、四川等地均出现漫画类试题。 由于自主命题

和考试要求不同，各地出现漫画类试题的次数也不

同。

从地区分布能看出命题人对漫画类题目的青

睐程度。图2中，除全国卷出现3次外，江苏、黑龙江、

湖北、四川四省均高频出现漫画类试题，这四省出

现的漫画类试题共计79次，超过总数的50%。 其中，

江苏出现28次，占比18.42%，位列榜首；黑龙江次

之，18次（11.84%）；湖北17次（11.18%）；四川16次
（10.53%）。 其余依次为：浙江省10次（6.58%），山东

9次（5.92%），湖南、广东各6次，分别占比3.95%；广

西、宁夏、辽宁三省各出现5次，分别占比3.29%；福

建出现4次，占比2.63%；江西、天津、重庆、甘肃各3
次，分别占比1.97%；河北、山西、青海、云南各2次，

分别占比1.32%；河南、贵州、北京仅1次，分别占比

0.66%。

（三）漫画幅数：单格为主

漫画发展至今多以“格”作为漫画的基本单位，

分为单格和多格漫画。对漫画数量的选择既与漫画

本身有关，也与命题要求有关。相较而言，单格漫画

的信息更为集中，无论是对试题命制还是考生作答

来说都相对容易； 多格漫画呈现的信息较为零散，

需将几格漫画联系起来进行解读。图3中，全国中高

考语文漫画试题命制单格漫画的次数最多，共计

128次（82.58%），其后依次是2格漫画16次（10.32%），

3格漫画7次（4.57%），4格漫画4次（2.53%）。

（四）题材来源：与时俱进

本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分

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7027-200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

代码 (GB/T2009)3-2013)》[4]《中文新闻信息分类标

准》研究 [5]后，对155道漫画类试题的题材进行类别
划分。这一《标准》基本大类依照新闻信息主题内容

划分为24类，详细内容见表1。

155道漫画试题的题材主要来源于社会现实和
热点，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涉及环境保

护、教育、城市化问题、人世常情、能源……这些材

料不受限于单纯的语文知识，而是将科学与人文知

识相互渗透，广泛地联系生活常识，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将课堂内外、校园内外、学科内外的信息进行

图1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2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区域分布图

图3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格数占比图

表1 《中文新闻信息分类标准》基本大类

2005 年
4 版

01 政治 02 法律、司法 03 外交、国际关系 04 军
事 05 社会、劳动、灾难事故 06 经济 07 财政、
经融 08 基本建设、建筑业 09 农业、农村 10 工
业 11 能源、 水资源 12 信息产业 13 交通运
输、邮政、物流 14 贸易、海关 15 服务业、旅游业
16 环境、气象 17 教育 18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19 哲学、社会科学 20 文化、娱乐休闲 21 文学、
艺术 22 传媒业 23 医药、卫生 24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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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我们从图4可以看到，漫画类试题题材来源主

要集中在社会现象（诚信、文明、道德问题等）、教育

（家庭、学校、社会）、环境（资源问题、污染问题等）

这三个领域，其中社会类占比40.00%，教育类占比

29.03%， 环境类占比10.97%； 医药 、 卫生行业

（5.16%）也有涉及；文化、休闲娱乐（5.81%）涉及的

漫画包括人物漫画、动物漫画、生活情景漫画等；还

涉及文学和艺术、政治、基本建设、信息产业、传媒

业和社会科学行业。

（五）测查内容：非常丰富

漫画类试题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图5中，除

写作题占比8.07%外， 揭示漫画寓意和介绍漫画内

容属于漫画类试题常考内容的第一阵营，前者以93
次（41.70%）位列之首，后者则出现47次（21.08%）。

同时，根据漫画谈启示认识（9.42%），以及拟制漫画

标题（7.62%）、对漫画进行鉴赏品析（4.04%），则属

于漫画类试题常考内容的第二阵营。 此外，根据漫

画模拟情境对话（2.69%）、题诗配文（1.79%）、撰写

倡议建议和宣传用语各占比1.35%， 其中对文学知

识内容的识记也成为漫画类试题的考查内容。这不

仅是命题对题型创新的要求，也是漫画与中高考语

文考试的有机整合。

（六）主题思想：寓教于考

漫画类试题的主题思想是指试卷中入选的漫

画所指向的立场和态度，或以批评讽刺社会人和事

为主，或讴歌赞扬社会正能量、弘扬正气为主，或二

者兼有，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呈现事实或观点。 漫画

试题命制为中高考语文试题，尤其注重试题所蕴涵

的教育因素，充分凸显出寓思想教育于试题和考试

的命题理念。这种通过以考促学、以考促教，有利于

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

高考语文漫画试题主要以讽刺批判社会问题居多，

共计111次（71.61%）；主题倾向于客观中立次之，占

比18.06%；讴歌赞扬最少，仅占比10.33%。

（七）试题位置：相对固定

中高考语文的试卷结构上，目前形成诸如“语

文知识积累与运用”“表达与交流”“综合性学习”

“语言基础与语言实践”“语言综合表达”等板块，虽

然说法不一，但意思相近。 图7中，漫画类试题主要

出现在“语言积累与运用”板块，占比61.29%；其次

图4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题材分布图

图5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类试题测查内容分布图

图6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主题思想占比图

图7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命制板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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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综合性学习”板块，占比21.94%；随后是“写作”

与“阅读”板块，分别占比10.97%和3.23%，“表达与

交流”板块出现漫画类试题最少，占比2.58%。可知，

中高考语文对于漫画类试题的测查在命制板块上

相对固定，多在基础部分考查此类试题，侧重考查

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设置在“综合性

学习”板块则考查学生的创新探究能力。

（八）题型题量：稳中有变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主要出现两类：一是客

观题，即单项选择题；一是主观题，包括填空题、简

答题和作文题。图8中，简答题是漫画类试题的主选

题型，有132次，占比85.16%；其次为写作题，18次
（11.61%）；选择题3次（1.94%）；填空题2次（1.29%）。

此外漫画类试题的题量由1个到3个不等。 图9
中，近三分之二的漫画题命制为1个题（60.00%），其

次为命制2个题（36.77%），命制3个题（3.23%）的试

题最少。

（九）试题分值：灵活多变

图10中，写作题的分值主要集中在40~70分之
间，分值最高为70分，最低为30分。 其中10分、60分

各5次，系18次写作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在非写作

题中，漫画类试题的分值主要集中在1~10分，分值

最高为9分，最低为1分。其中，2分出现次数最多，达

到58次（37.42%），其次是3分有27次（7.42%），3分
和4分各出现27次（17.42%）。

二、漫画类试题的命制建议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的命制内容是考查学

生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引导考生语文素养呈现的直

接途径。 “想要查找到符合上课主题的漫画较为容

易，不易的是在众多同主题的漫画中如何选用最为

合适的。 选对了一幅漫画，不仅能够激发起学生一

时的学习兴趣，而且对长期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都

大有裨益。”[6]实际上，不单上课时要审慎选取漫画，

试题命制也应当如此。 “一切考试活动都必须遵循

一般原则。 ”[7]因此，漫画试题的命制应遵循导向性

原则、科学性原则、权威性原则、选择性原则，漫画

试题内容应选材权威，富有时代气息，涉猎领域广

泛，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画面清晰，提问鲜明，

强化塑造学生的正面价值观。本文结合漫画类试题

的相关特点，提出此类试题的命制建议。

（一）选材背景：择取权威

漫画类试题命制应遵循权威性原则。中高考语

文漫画试题的命制就漫画本身而言需出自权威期

刊、杂志、报纸或网站，如新华社、人民网等权威机

构刊发的漫画作品；或是出自权威作家，如丰子恺、

方成等。具有权威性的漫画作品其画面内容和寓意

大都公认一致， 入选为中高考试题才更具说服力。

图8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题型分布图

图9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数量分布图

图10 中高考语文漫画类试题分值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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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命制为试题的漫画应明确标明出处，来自官

方网站或知名作者，保证漫画内容的一定质量及其

寓意争议较少，如下例两幅漫画。

（二）题材择取：交叉融合

本文统计的155道漫画试题主要集中在社会、

教育和环境等三类题材，且命制为试题时的题材较

为单一。 漫画类试题以“能力立意”为命题思想，在

试题中倡导选择性地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探究创新能力等。 今后的命题在题材

择取上可以交叉融合，进一步拓宽题材领域，多层

次收集资料，多角度设计试题。环境与科技、教育与

科技、社会与环境等交叉融合，扩大试题的考查领

域，命制为试题时可以打开考生的思维，更加有利

于考查其思维过程。如2006年湖北省黄冈市中考语
文卷引导考生针对漫画内容迁移自身知识与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为现实生活服务：

（2006年湖北省黄冈市中考语文卷）5. 仔细观
察题名《三代人赶集》的一组漫画，写出自己的探究

结果。

（三）问题设置：指向鲜明

问题设置在命题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直接关

系到漫画题考查考生的能力类型。从历年漫画试题

来看，部分试题存在提问不够简洁、明了的问题，让

考生理解起来模棱两可，如“仔细观察右边的漫画，

请写出你的读图后的感想”“分析漫画标题的妙

处”，问题表达过于宽泛。 鉴于此，漫画试题命制中

的问题设置应清晰鲜明，问题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

梯度，同时问题指向鲜明，并注明一定的作答要求，

还应有适当的提示语，引导考生作答的方向，否则

考生将无所适从。如下列中考语文卷以考查漫画内

容为基本点，拟定宣传语则是考查对漫画的深入

理解：

（2010年辽宁省葫芦岛市中考语文卷）6.仔细
观察下面这幅为“世界读书日”而作的漫画，回答问

题。

（四）画面内容：合理清晰

笔者在试卷收集过程中发现，入选的漫画作品

画面较多模糊不清，这可能是试卷印刷不清晰，但

会严重影响考生对画面的判断和理解。今后在漫画

内容设置上，除画面印刷清晰外，命制者有必要设

置部分文字说明，包括标题或题注，对漫画内容进

行一定的解释，帮助考生更好理解漫画内容。 如

2018年高考语文天津卷：

（五）命制位置：力求创新

由于漫画试题的命制板块较为固定，多为“积

累与运用”“表达与交流”“综合性学习” 三个板块，

禁锢考生思维的拓展。今后漫画类试题的命制在位

置板块上可力求创新，可结合现代文阅读、文言文

阅读适当命制相应的漫画，作为辅助材料加深对学

生现代文阅读能力的考查。 例如，2010年湖南省湘

（丰子恺漫画：仁能克暴） （人民日报：不当利益漫画）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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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市中考语文卷的漫画材料可以设置到关于生态

平衡的现代文阅读中， 既可以考查学生的文学知

识，还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只需将第（2）题的提
问设置与现代文材料联系起来即可。

三、结语

毋庸置疑，“今天， 我们正处于一个图像生产、

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时期 , 处于一个人类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图像资源富裕乃至过剩的时期” [8]。

“信息爆炸时代”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

事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图像信息冲击着我们的视

觉，新闻、微信的订阅号或公众号、微博等相关软件

平台推送的信息呈现出大量的图像内容。一些原以

文字为主体的报纸、杂志、刊物等逐渐插入大量的

图像，这些图像包含新闻图片、漫画、摄影作品、绘

画和书法作品、剪纸、报表等。 可以这样说，这个时

代的人所接触的信息多以图像信息为主，高超的读

图能力即为有效获取信息的能力。 对1998~2017年
全国中高考漫画类试题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其鲜明

的命制特点。 结合漫画类试题的相关特点，提出对

漫画类试题的命制建议是对中高考试题命制方向

和题型的有益探索。 不管是何种题型的漫画类试

题，都需要考生从漫画内容的表层深入到漫画背后

的寓意中去， 真正领悟到漫画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想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审图立意的

能力。因此，对中高考漫画类试题进行研究，提升学

生的读图能力，既符合时代进步对公民的要求，也

符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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