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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难度 明确导向
——还原高考语基客观性试题的应有面貌

语文基础知识类试题，本来无甚可谈，它的

基础性、稳定性、精要性早已成为命题和备考的

共识。但是，近年来一些省市的高考试题在难度

和方向上也出现了些许“剑走偏锋”之势，因此，

还原高考语基试题特别是客观性试题的应有面

貌，确有必要。

先由一个例子说起。

【示例一】(2008年高考天津卷第2题)下列

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文身 诡谲 流金铄石 食不厌精，脍不

厌细

B．桥墩 碑帖 原物璧还 家有敝帚，享之

千金

C．简练 宽宥 犯而不较 万壑争流。千崖

竞秀

D．更迭 歆享 濯污扬清 明枪易躲。暗剑

难防

■张 杰

[参考答案]A

本题考查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B项中的

“桥礅”的“礅”应为“墩”．C项中的“犯而不较”中

的“较”应为“校”，D项中的“暗剑难防”中的“剑”

应为“箭”。本题看似没什么问题，但C项中的“犯

而不较”遍查《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没有

这个词．它不应列入字形识记的范围。据笔者所

查。此语出自《论语·泰伯》，其中“校”同“较”。“犯

而不校”的意思是别人侵犯你，你也不计较，可见

“校”与“较”义同。此语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

期的高中语文统编教材中出现过，即鲁迅先生的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引用过这句话。后

来这篇文章被删除了。“犯而不校”既不被常用的

工具书列为熟语，又没有在中学教材里出现过，

却拿来让考生辨析出“较”与“校”是错别字，实在

是强人所难。“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这“现代”

二字从何谈起呢?这种辨析又有何意义呢?

试测方案应包括测试目的、对象、时间、命题

要求、组卷方式、样本选择、阅卷方式、登统数据

的格式和要求、总结分析报告等几部分。其中，组

卷方式、样本选择和阅卷方式至关重要。组卷时，

建议采用A、B两套试卷对比分析。两套试卷分

别由相同题目和不同题目组成。相同题目可作为

锚题．来判断使用两套试卷的学生水平是否一

致。不同题目可为命题立意相同但表现形式各异

的两组试题，以便于用数据分析对比。样本要有

代表性，各个地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各个

等级(示范校和非示范校)的测试样本要大体均

衡，数量最好不低于2000。语文学科主观题目的

测试最好集中阅卷，这对于统一阅卷标准、控制

评分误差至关重要。

4．广泛调研，听取各方意见。

编写高考《考试说明》的过程中，应广泛听取

各方面意见。既要听取大学教师、《课程标准》编

写人员、学科专家的意见，又要听取一线教师、教

研员和学生的意见。把编写的过程变成凝聚各方

智慧、吸纳真知灼见的过程，促进考试与课程改

革及中学教学的’良性互动，力求对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教育考试院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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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此小题的得分率只有3l％。加之第

一大题的另外三道小题的难度不低，第一大题的

得分率仅为53％。(2007年高考天津卷第一大题

得分率为57％，2006年仅为29％)

我们并不否认语文基础知识对一个学生的

重要意义，但试题的繁难偏怪与现代社会生活的

偏离是否又使问题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这不是一道题的偏难。它涉及一类题的方

向。它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这样?它将带

来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省市高考语基客观性试题会连

续几年出现得分率偏低的现象呢?大概命题者是

想极力避开各校各区乃至各省市多如牛毛的模

拟训练题的内容。这样做有．一定道理，但与现代

生活密切相关的语基内容又是有限的．在此问题

上挖空心思。与一线备考斗智斗勇。避主流而循

支流，则有与考生为敌之嫌。偌大一张语文试卷。

非要在这里寻找区分度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语文基础知识类试题偏难

还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第一，答案欠妥。将使题目失信。通过近一年

的复习和强化训练。大多数考生都已经具备了相

当水准的语文知识的辨析能力。如果考后的数据

显示第一大题的得分率较低，则有可能是命题超

纲、题目偏难或者答案欠妥。为了证明这个推断．

请看下例：

【示例二】(2006年高考天津卷第4题)下

列各句中没有语病且句意明确的一句是

A．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为本市

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也应该看到。我

们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

B．获取信息的能力．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前

提和基础。也是决定和衡量学生学习能力和水平

高低的重要标志。

C．打开莎士比亚戏剧集。如同打开百宝箱。

使人眼花缭乱，处处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闪现着

艺术的光芒。

D．如果把天津建卫600年比作一部恢弘的

史诗，那么三岔河口就是这部史诗的主旋律和最

激昂的篇章。

[参考答案]A

此题考查语病辨析．得分率仅为18％，其中

错选D项的竟然占了40％。2007年版的高考天

津卷说明中解析D项的错是“前一句将‘天津建

卫600年’比喻为‘史诗’．而三岔河口作为一个

地点，不可能成为贯穿这部‘史诗’的主旋律，存

在逻辑错误”，这样的分析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果

把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比作“一部恢弘的史

诗”。那为什么就不能把天津最早的发祥地三岔

河口比作“这部史诗的主旋律和最激昂的篇章”

呢?本题不仅太难，且过于主观．连解析题目的权

威人士都被搞迷糊了。

显而易见，语文知识题得分率低，大多是由

试题偏难或答案欠妥造成的。一味追求命题的难

度，就极可能使试题的客观性和答案的唯一性受

到质疑。试题的区分度也会大打折扣。

第二，思维“偶然化”．不利于选择。众所周

知，客观试题的选择，有时带有偶然性。选对了不

一定真懂，选错了有时往往是思考过度所致。如

果题目偏难或答案有这样那样的欠妥之处，就更

增加了此类试题作答的偶然性。吃亏的是哪一部

分考生呢?这样真的有利于选拔吗?

第三，加速语文学科的“边缘化”。从高中语

文教学的角度看，目前多数高中生尤其是学习成

绩较好的理科学生，偏重数、理、化、外语的学习。

而轻视语文的学习，其理由是，在语文学习上，无

论下多大功夫都没用。考试时一点把握都没有．

只能凭运气。这种见解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来委

婉地回应语文试卷命题偏难或命题欠妥当的现

状吗?长此以往，高考命题的导向作用给高中语

文教学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

第四，可能使语文教学效率更加低下。语基

内容的繁难偏怪，将使一部分教师减少在阅读、

写作等教学上的投入．将有限的教学时间无限

倾注于词语音形义等内容中；另一方面，语基试

题的偏难又使这些倾注变得失去意义——教学

投入依然赶不上试题不断攀升的难度。这对于

广大一线教师的辛勤劳动和专业发展．可能造

成伤害。

第五，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呈现“怪圈”。从广

义语文来看，基础知识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且必须

为阅读、写作服务，一般来说．一个学生的基础知

一评价·测试一——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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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高考阅读教学的几个误区

长期以来，阅读问题一直是困扰一线语文教

师的一大难题．更是制约学生高考语文成绩的一

个瓶颈。拿现代文大阅读来说，多年来全国各省

的均分一直不能突破50％，已成为一个不争的

事实。于是，学生将阅读视为畏途，甚至到了谈

阅读变色的地步：许多老师也反映阅读问题讲与

不讲差不多．靠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

其实．笔者认为当前阅读复习中最突出的问

题就是过分强调技术性，侧重解题技巧、解题方

法的传授。却忽视对文本的感悟与理解。试想，

解题方法会了．对于中等以上语文素养的学生来

讲帮助可能更大些．可以让他们的答题更准确、

更规范。不至于信马由缰地胡写。若是对语文感

悟力差的．恐怕就收效甚微，要知道阅读理解的

核心是“读懂”。另外。一般来讲试卷的命制又都

遵循一个“中心辐射原则”。即每一个题都与文章

中心有关．学生读不懂文章，就意味着他不可能

籀李哲峰

正确答题。掌握再多的技巧也是枉然。从这个意

义上讲技巧是“末技”．学生的语感才是语文能力

的核心问题。增强语感才是硬道理!

然而．当前我们的现状是，高一高二的阅读

教学。对文本的解读存在着课堂感性化、趣味化、

娱乐化趋势，而高三的阅读教学，则又存在着技

术化、功利化、随意化的现实，着实堪忧。其主要

症结就在于：

1．忽视深入语言。过分强调类型与模式

不少教师在高三阶段不辞劳苦地将阅读按

照主题或题材进行细致分类．并总结出同类型文

章的共同特点大讲特讲。比如诗歌鉴赏，我们往

往“按题材分类”将其分为“写景诗”“送别诗”

“怀古诗”等等。2006年高考全国卷考黄庭坚的

《题竹石牧牛(并引)》，2007年高考备考就马上

加上一个“题画诗”。其实。分类本身也许没问

题，但过分强调这个类型问题就会将赏析过程简

识不扎实，他的阅读写作水平也很有限。但是，语

文高考却呈现出一个“怪圈”：基础知识水平较低

的考生．语文综合素养却较高。我们从最近几年

天津卷的作文情况来看，得分率都在75％左右。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津考生一面是基

础知识水平较低，一面是写作能力较强!这样的

结论符合学科逻辑和教学实际吗?

笔者作为天津教师，尽管以天津卷为例来探

讨相关问题。但并不认为相关现象只有天津卷才

有。综观全国各省市高考试题，这种倾向带有一定

的普遍性。语基试题的规范、平易、朴实、大方、严

谨是我们的期待。语文学科是高考的首日首科，而

语基类客观性试题又是语文的第一大题。如果此

类试题出得恰当．就能使许多抱有较高期望的考

生放下包袱，减轻，tl,理负担，轻装应考，有利于发

挥考生的实际水平。这不仅对语文学科，而且对接

下来的几门考试都是有利的。以人为本．关怀考

生，维护试题信度，发挥良好的导向，将会使我们

的高考命题赢得公众良好的评价。

还原高考语基客观性试题的应有面貌。刻不

容缓。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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