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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B_8E_

E2_80_9C_E9_AB_98_E8_c65_645813.htm 近日，江苏省文联主

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顾浩痛斥高考指挥棒对诗歌这

一重要文学样式的歧视和摧残，其观点也受到了南师大文学

院钟陵教授等人的强烈支持。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曾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高考作文要求。虽然2006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作出改变，“除诗歌以外”的

限制没有明确列出，而代之以“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

文及常用应用文的文章”，但诗歌并没有作为一种文体被列

入其中，而且在不少自主命题的地方，诗歌还是在“禁止”

之列。 诗歌这种文体迟迟不能纳入高考作文的“法眼”，问

题不在于诗歌，而在评价标准的难以确定。高考是一种标准

化考试，标准化考试的一个前提是要有标准化的答案。虽然

所有的文体都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但诗歌相

比于其他文体更难以确定标准答案。能够传之久远的诗歌，

必然是语言最简练而意蕴最丰富，可以给人以太多不同的解

读，这显然与标准化考试的要求格格不入。 从这个意义上讲

，讨论高考应不应该对诗歌“开禁”，应该从讨论标准化考

试是否可行入手，因为只要存在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即便

对诗歌这类文体“开禁”，也很难解决标准化考试需要标准

化答案这一问题。毕竟，高考作文对诗歌“开禁”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让高考能选拔出在文学方面更具有水平的考

生来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看来，不仅仅是诗歌，高考作文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推而广之，英语四六级，甚至我们的许多



考试制度，在这方面问题都是如出一辙。 大规模的标准化考

试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是，它只能用来汰劣，不能用来选优

。可我们恰恰在用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来“选优”，这种情

况下，在标准化考试的流水线上，统一的命题、统一的标准

答案以及统一的评卷，都会应运而生。即便我们先不讨论评

价标准上整齐划一的弊病，在评价的程序上，几十秒钟的时

间决定一篇作文的分数，已经司空见惯，这么短的时间，只

适合评价那些按照“八股文”套路写作的文章，稍有出格，

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 早就有教育专家甚至教育官员对标准

化考试进行过批判，因为在评价个体的能力上，越是高级的

能力就越难以用标准答案来衡量。在标准化考试之下，要么

尽量回避对高级能力的考核，要么就用标准答案的条条框框

来规范，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很荒谬，这从近年来不少高考语

文试卷中文章被节选的作者反倒做不对针对自己文章的“阅

读题”可见一斑。 标准化的考试必然会扼杀考生的创造力，

为了适应这样的考评规则，学生往往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独立

思考，只是按照标准答案来思考。像诗歌这样具有太多发散

性和创造性的文体，即便高考不禁止，又有多少人会选择呢

？一个不能引导和激发创造力的考试制度，注定只能在应试

教育的泥淖里打转，这才是隐藏在“高考拒绝诗歌”背后的

真正问题。 最新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

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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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