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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9_A2_84_E6_c65_106631.htm 我省高考自行命题已

经走过了3个年头，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有什么缺憾值得关

注？3年的经验又将对今后的命题走向提供怎样的借鉴？近日

，福建省语文学会组织了一批语文专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

了探讨，并著成《专家评析福建语文高考自行命题》(福建教

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老师，了解他

们对语文高考自行命题的总结和反思，也希望能给考生的复

习备考提供帮助。 回顾 试卷改革：三年迈出三大步来源

：www.examda.com “ 福建语文高考，三年迈出了三大步。”

福建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潘新和教授认为，命题为考生提

供了多大的思维、想象和创造的空间，是一条重要的评价指

标。 2004年的高考作文，以10个人物和文学形象为话题备选

，一鸣惊人，命题改革走在全国前列。这一年由于刚开始自

行命题改革，时间紧迫，只能率由旧章、稳中求变。在题型

和赋分上变动不大，但第一卷减掉3分，加到第二卷，已经透

露出了“语基题”减分的信息。试卷的最大亮点是作文题。

该题一改陈腐的时政话题或僵化的二元对立“思辨”话题，

要求考生在10个人物或文学形象中选择一个作为话题，写一

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这道题被公认为是当年最好的作文题

。一些专家评价说：“这很符合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宗旨，

就是把作文与读书紧紧结合起来，通过考作文来反映学生读

书的情况。” 2005年，语基题大幅削减，作文增至70分，再

次引人注目。第一卷从2004年的42分锐减到24分，一下子去



掉18分，潘新和老师认为，这是对“伪语文考试动的一次大

手术”。 2006年的作文题，以3道不同类型的话题备选，彻底

打破高考作文题的单一模式，彰显了残酷竞争下的温情与体

贴。 潘新和教授认为，机改题、客观题逐渐退出高考，是势

所必然。对于语文基础知识该如何考查，他有自己的看法。 

语音应该考吗？答对拼音题的学生，普通话未必说得好，可

能还是满口地方腔。语音题要考就考真的：面试。如果高考

这样做有难度，可以在高中会考中进行，或让学生通过普通

话考级。 错别字、熟语、病句、逻辑、修辞怎么考？应在阅

读、写作中，在语言运用实际中考。 社科文、科技文怎么考

？这是文字游戏，考试大可不必。命题者自己都命得死去活

来，连专家、学者都做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拿来折磨中学生

？一定要考查的话就交给写作好了。会写作，就意味着会用

信息。 文言文怎么考？考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也可以直

接考赏析。 古典诗词、现代文怎么考？可以考诗词鉴赏、作

品评论，也可以像作文题一样，多出几道，让学生选做。 应

该避开当前社会热点，否则易限制学生发挥，命题也成为封

闭型了 对于近几年我省高考作文命题，著名特级教师王立根

老师认为，高考作文命题，应培养学生正确的基本理念、美

学追求、价值取向、写作态度等。 “好的作文题应该尽量减

少审题障碍，不要搞捉迷藏、绕弯子，要直白质朴；不要耍

弄一些浅表的文辞，应多一些实际的思考交流。”他建议，

命题立意的指向性不能太过明显，应该避开当前社会的热点

。他认为，作文的命题最主要的是要检验学生形成自己观点

的能力，如果题目直奔主题，那就剥夺了学生阐述自己观点

的权利，使思想活跃、认知深刻的学生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



，命题就成为封闭型的了。比如，去年连战来访，出现了“

愿景”这一新词，某市高考卷就以“愿景”为题，这就会出

现“宿构”“套作”之文，即便没有，因指向性太明，也会

让考生把所有有关“理想”“追求”的材料都与“愿景”挂

靠。 古诗鉴赏：我省仅6分，外省已提到8分 篇幅不宜过长，

也不能太浅显，以唐、宋绝句和律诗为主，也可选择合适的

宋词、元曲。 福州屏东中学朱之琳老师对我省3年语文高考

诗歌鉴赏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从考查形式上看，诗歌鉴

赏题摒弃客观选择题，改考主观表述题，便于学生张扬思维

个性，展示语言表达能力。但考题从内容到形式变化不大，

均为唐宋近体诗，都考语言鉴赏和表现手法，考题设计如出

一辙；诗歌鉴赏题的分值偏低，3年都维持6分不变，而2006

年全国卷和江苏、山东、四川、辽宁等地高考试卷的古诗词

鉴赏题分值已经提高到8分。 对此，朱之琳老师建议：古诗

选材应继续坚持“经典”“浅显”的原则，不能太艰深，不

宜有学生不熟悉的典故，但也不能选学生烂熟的作品；篇幅

不宜过长，以唐、宋绝句和律诗为主，也可选择合适的宋词

、元曲等；选诗从内容上看，优秀的写景抒情之作应成为关

注的对象；命题仍然要坚持开放性原则，主观题应占主导位

置。她认为，今后的诗歌鉴赏主观题，可能不会再仅仅局限

于对单首诗字词句的理解把握，而是由单一性向综合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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