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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4_BD_9C_E6_c65_450291.htm 第一位老师给36分，

第二位老师给42分，第三位老师给38分，电脑判定37分到江

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南师大何永康教授手中，一下变

成53分。这篇农村孩子写的《怀想天空》，以陪父亲割麦为

主线。复查阶段，何教授发现了这篇综合判定为37分的《怀

想天空》。反复读了3遍，终于下决心给它54分。从阅卷程序

上看，这属于“终审”，比原先的评价高了17分。作为

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何从事语文阅卷工作已经30年。今

年，他的职责是在及格线附近的作文里“拾遗”，但是像这

样的情况也是“万中无一”，无论如何，这位考生是幸运的

。 在我看来，考生的幸运得益于何教授的严谨作风，要不是

他反复“读了三遍”，会产生考生作文由及格变优秀的奇迹

吗？考生的幸运还得益于何教授的职业良知，如果不是“下

决心”给54分，考生美文能幸免遗珠之憾吗？考生的幸运更

得益于何教授的学术胆识，从何教授“一篇质朴之作与一种

作文导向”批改按语标题中，不难窥见其非凡的学术胆识。 

然而，在当今中国应试教育土壤的作文生态中，具备何教授

严谨作风职业、良知学术和胆识者又有多少？不说绝无仅有

也是风毛鳞角吧。儿子在本地某校就读，作文风格虽颇具何

教授欣赏和倡导的“质朴”导向，然而每次得不到高分倒也

罢了，教师有贬无褒的尖锐评语让其追求“质朴”的积极性

受到极大挫伤，以至对作文无所适从厌恶畏惧。如果说高考

作文机器是给考生戴上的一条沉重枷锁，我以为只是枷锁一



节罢了，因为现下中小学生作文原本就是大家都戴着应试的

枷锁在街舞。此正是我所谓的作文教育不幸之一。 然而，诚

如何教授所言，这篇不幸之万幸作文的最初错判，并非阅卷

老师责任心不强的恶意错判，而是眼光有问题。公允而论，

眼光有问题也不能全怪老师，而是当下中国作文标准和作文

教学有病，作文改革的小指挥棒斗不过高考的大指挥棒。不

客气地说，现下高考试题把活的语文当尸体解剖又当尸体来

考。老师教语文知识教僵了，教写古人教僵了，教议论文教

僵了。僵化的语文知识教学，把学生思维弄僵了，岂能把作

文写活？即便是被考生和教师奉为指挥棒的《考试大纲》在

作文导向上也比较笼统，比如2006年的《语文高考大纲》，

在文采上要求学生“语言生动”、“文句有意蕴”。于是催

生市上一本卖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宝典”如是给学生解读“

有意蕴”：写作文时，不要说“我很悲伤”，要说“我心灵

的天空一直下着雨”；不要说“女人和男人应有平等的社会

地位”，要说“女人应是一株木棉，和橡树并立在一起”；

不要说“没有钱”，要说“与孔方兄无缘”，说“‘老人头

’不多”⋯⋯ 现下学生作文怪胎远不止这些。一个不争事实

是，高考作文普遍存在“脱离现实”“辞藻华丽”这两种倾

向，不少考生习惯于“回到古代，复述经典”。比如2004年

，江苏省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结果试卷

上“堆满了古代的山、涌动着古代的水”：一会儿是李清照

的“水”，“到黄昏点点滴滴”；一会儿是李白的“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会儿是苏东坡的“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用何教授的话说，“写来

写去，就是没有自家的‘自来水’，没有家前屋后清澈的、



或者被污染了的‘水’”。到了2005年，江苏省高考作文要

求以“凤头猪肚豹尾”为话题，于是，成千上万的考生一齐

追捧项羽乌江自刎确实算是人生的“豹尾”。以至阅卷者很

快产生了“审美疲劳”，一看到“项羽”就发“毛”。呼呼

！作文作到这步田地我已无语，委实“如今只有而已而已”

。 何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推荐它（改判高分作文）

是一种导向。”所谓“导向”，除了盼着青年学生都能懂得

感恩外，何永康也希望阅卷者和中学语文教师能包容并鼓励

这份“来自现实生活的质朴”，因为在高考作文中，这已经

是久违的文风。实际上，这篇被“打捞”出来的《怀想天空

》，只是为久违的质朴文风开了一扇窗，却还不是评价当前

优秀高考作文的唯一标准。但愿何教授开的这扇天窗能为中

国作文教学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更能成为中国作文改革的

一缕希望的曙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