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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要表现为：在阅读材料选择上，覆盖不同文体，有利

于更全面检测学生的阅读能力；在阅读试题设计上，注重阅

读目标的指向性和阅读材料本身特点的结合，进一步落实对

学生阅读能力的检测；在材料作文要求上，提供平实而又内

涵丰富的材料，使试题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1、选文特色 就

选文的文体而言，现代文阅读材料第一篇是议论文，第二篇

是侧重于写景与抒情的文学散文；文言文阅读材料第一篇是

记人的叙事性文章，第二篇是说明文。选文避免了在体裁上

的重复。 就选文的内容而言，现代文阅读理解的第一篇，选

入了历史学家雷海宗的议论文《专家与通人》。该文要求培

养“通人”的观点，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既贴近“二期”

课改提出的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也符合近年来大学提出的

通识教育的主张。 第二篇选取的是当代著名作家林斤澜的散

文《春声和春深》。学生阅读这类文章，有利于唤醒他们的

生活经验、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提升他们的欣赏趣味。而

作品思想感情的丰富和艺术成就的精湛，也有利于我们由浅

入深、从各个层次来检测学生的文学感悟能力，区分出学生

的实际语文水平，更好地为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 在“二期

”课改的课程标准中，“读懂、理解浅显的文言诗文”，是

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选择文言文阅读材

料的基本依据。正是紧扣“浅显”这一关键词，对文言文阅

读材料的难易度作了适当调整。文言文阅读材料一，选入的



是记人的史传文《明史沈周》；文言文阅读材料二，把往年

的文论类替换成了说明类。除了紧扣“浅显”的特点外，也

保持了整张试卷的文体平衡。 2、阅读题特色 阅读部分的试

题强调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的联系，如第8题至第10题分别从

句意、文意、写作特点等角度考查了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强调课外文本与课堂教学的联系，如第12题要求将《春声和

春深》与新教材第四册《故都的秋》进行比较，评析二文在

南北景象描写中的不同用意，引导对教材和课堂教学的重视

；强调内容分析与语言品味的联系，如第27题 “简要说明本

文科学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即要求学生结合文章内

容赏析语言形式。 整张试卷在难易程度上保持了中等偏易的

特点。 3、作文题特色 2009年上海秋季高考语文卷采用了材

料作文的题型，可以有效地遏制愈演愈烈的套题风气，对中

学作文教学起积极的引导作用。考虑到学生多年来习惯于写

命题作文，对材料作文会感觉陌生，今年选择了有关郑板桥

书法的材料，因为高中语文教材中有郑板桥绘画题记的课文

，学生对郑板桥其人其文相对熟悉，使考生阅读陌生题型时

有了心理的缓冲。 从材料内容看，郑板桥书法体现出强烈的

主体精神和创新意识，与“二期”课改的理念紧密相关。材

料更深层体现出了文化多元性要求、评价的整体性原则等，

对整个社会也有借鉴意义。材料的篇幅虽然短小，但让考生

自选角度、自拟题目的开放性，使他们有充分的施展余地。

考生既可以把材料视为一个整体，把郑板桥书法艺术创新性

的来由、艺术的独特体现以及评价连成一气予以分析，也能

根据材料的多极层次任选一个角度来深入剖析，达到“浅者

浅得，深者深得”的效果。 考生可以多角度解读，提炼出众



多观点。比如观点可以是“创新源自嫁接，活力来自兼容”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说，文学的发展不是父子相继而是叔

侄相承，当本门领域的文学、艺术等发展已经登峰造极时，

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与别门别派乃至不同学科的嫁接，开出一

片新天地。这一解读蕴含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观点也可以

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评价须从整体着眼，从个体看出

来的缺陷也许正是整体意义上的美。当然，个体、局部与整

体的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需要郑板桥这样的高手在设

计中予以通盘考虑，再加以落实的。这提醒我们，整体大于

局部之和是有条件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个体与整体

得以联系起来的那些因素。 我们也可以直接从“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的角度来拟题。如果没有郑板桥的创新给书法艺

术带来独特的“板桥体”，对整个艺术天地来说是种遗憾；

别人如果“师其迹”而未能“师其心”，书家自身的独特性

就会因此而丧失。考生可以通过认识“创新意识”的重要作

用和培养“创新意识”的必要性来展开文章。 写作的角度，

远不止我们列出的几种，它可以引发我们许多的联想和思考

。 这则材料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开放和保守、

传承和创新、循古与通变等概念的思辨，也涉及到对文化、

政治、经济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如何引导学生自觉树立问题意识，如何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

加以深入思考，并推动学生向个性化、多元化、全面化的道

路健康发展，这是“二期”课改赋予语文教学的艰巨任务，

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最新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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