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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新

一轮高考改革思路浮出水面，其中语

文作为改革的先锋学科，成为关注焦

点。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高考中，

语文试卷已经体现出了改革之变。

在暑期开始之际，我们特别约请一线

教师、教育研究人士、资深出版人士、

作文主编等从2014年高考语文试卷

的变化为出发点，为学生们的假期阅

读提供指导，并推荐相关书单。

2014年全国各省市高考语文

试卷纷纷露脸了，而最引人注目

的应当是江苏省高考语文试卷。

江苏卷这次露脸，可称得上是一

次“大变脸”：我们不仅发现字音

字形题黯然消失了，还发现文言

文阅读悄然换成了说理散文，而

文学类文本阅读突然换成了《安

娜之死》（《安娜之死》节选自俄国

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从来

未见的片段。

多年来，江苏卷高考命题在

不知不觉中似乎形成一套“潜规

则”：文本的选择，甚至每道题的

赋分，都有固定的套路，比如文言

文阅读的选材多年来都是传记类

文章，文学类文本阅读则是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甚至每道题的分值都是固定的。

今年调整较大，文言文选用了柳

宗元的《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

书》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文学类文

本则选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样

一部世界经典。江苏卷命题组组

长骆冬青说：“这种变化就是打破

套路，回归到文本上来，根据文本

选择题型，而不是先做好题目的

框架、模版，再填进去，看菜吃

饭。这也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外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完全可

以考任何一种文本，只要能增强

学生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就可

以。”仔细分析一下，信号有四点：

1.就文本类型来看，既可以考查

小文本（散文、微型小说），也可以

考查来自大文本（中长篇的小说、

人物传记）中的片段；2.就文本题

材来看，既可以考查乡土、民俗、

善事、好人等所谓“高上大”的题

材，也可以考查如安娜自杀之类

的悲剧性题材；3.就文本性质来

看，既可以考查现当代的中国作

品，也可以考查外国文学经典；4.

就文言文来看，既可以考查叙事

性强的人物传记，也可以考查议

论性、抒情性强的精美散文。

毫无疑问，这些信号会深深

地影响着今后的中学生课外阅

读：首先，中学生课外阅读要来点

“大尺度阅读”，而不仅仅拘泥于

一两本短小的散文，这样像《安

娜·卡列尼娜》之类的鸿篇巨制也

要广泛涉猎；其次，中学生课外阅

读要题材多样化，要敢于阅读一

切社会主题的作品，而不要预设

立场，囿于所谓“高上大”的题材；

再次，中学生课外阅读要突破时

代、国别，把阅读视野扩大到文艺

复兴、启蒙主义等不同时代的欧

洲；最后，中学生课外阅读不能仅

仅看情节性、故事性、形象性强的

《史记》之类的人物传记，还要学

会看古代名人写的说理小品文、

书信等，而这在《古文观止》、《明

清散文小品》中比较多。

书 单 小 荐

最好先瞄准《语文科考试说明》

里建议的书籍：《三国演义》、《红楼

梦》、《呐喊》、《子夜》、《家》、《边城》、

《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欧也

妮·葛朗台》、《匹克威克外传》、《复

活》、《老人与海》、莫泊桑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

《女神》、普希金诗、《飞鸟集》、鲁迅杂

文、朱自清散文、《西厢记》、《雷雨》、

《茶馆》、《哈姆雷特》。在此基础上再

适当拓展一下：《安娜·卡列尼娜》、

《低吟的荒野》、《人类群星闪耀时》、

《飘》、《傲慢与偏见》、《中国大历史》、

《阿城选集》、郁达夫作品、《生死疲

劳》、丰子恺作品、《白鹿原》、《目送》

课外阅读趋向“扩大化”
■李仁甫（江苏省盐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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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14年全国高考语文命

题情况，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

是“稳中求变”。

所谓“稳”，具体地说，与往年

相比，全国卷和各地卷在试题结构

上都保持了稳定，并努力实现以下

诉求：遵循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

性相统一的特点，注重命题的准确

性和测量的科学性，有利于高等学

校选拔合格的新生。

最值得重视的是“变”，具体地

讲，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阅读选文越来越重视贴近

生活实际。上海卷的选文《受众的

新闻素养：能力和意愿》就很典

型。这篇文章意在说明，身处信息

“爆炸”的时代，除了优化信息传播

的环境外，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受

众”，都有提高自己新闻素养的必

要。再如，北京卷实用类阅读选择

的是“光伏发电”。这是当下的热

门话题。全球的能源环境正在发

生深刻改变，“光伏企业”也是我国

政府大力扶植的新兴产业。对学

生而言，要养成关心时事的习惯，

注意了解、思考自己所处的世界。

二、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真善美的挖掘与弘扬。今年

3 月26 日，教育部公布《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

调将其“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

系”，并增加此方面内容在中考、高

考中的比重。

从试题实际情况看来，命题者

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真善美的挖掘与弘扬。在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北京卷的作文

题竟然就是“老规矩”。

对这方面内容的考查，有的融

在对基本知识的考查中，更多的则

体现在文言文阅读材料的选择

上。上海卷文言文阅读材料一选

自《资治通鉴》，主人公刘晏是一位

目光长远、勤政爱民的官员，管理

理念也好。山东卷阅读材料选取

的是方孝孺的《詹鼎传》，主人公酷

爱学习，为人正直，公正廉洁，充满

正能量。北京卷选择的《堰虹堤

记》，欧阳修通过记述岳州知州滕

子京修建惠民工程堰虹堤的事迹，

抒发了其“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

也精”的为官情怀。

三、越来越注重对思维品质的

考查。这集中体现在作文上。现

在作文命题，总的倾向是：限制越

来越少，思路越来越开阔，对人们

的思维品质和表达水平提出了更

高要求。知识面狭隘，僵化的应试

作文模式，已经捉襟见肘。

例如，上海的作文题材料，只

有两个分句：“你可以选择穿越沙

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

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

又是不自由的。”材料表达清晰，

审题上没有难度，但要表达好在现

实生活中正确处理“自由”与“不自

由”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容易。天

津卷作文是“假如有一款芯片”，说

的是假如有一天，人类发明了一种

智能芯片，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无所

不知……显然，这对应考者的想象

力和思维品质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总之，现代的信息社会，对人

们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优

秀的阅读能力，是人们获得新知、

开阔眼界、提高见识的利器。

书 单 小 荐

《我的人生供你参考》——莫言、

杨利伟、白岩松、俞敏洪等200余位不

同行业领军人物，与青年学生进行心

灵对话；《台湾“高考语文”考什么

——台湾联考国文试卷汇编与分析

（2000—2014年）》——重视中国古代

文化，试题面广、内容深、考法灵活；

《中国文化基础读本》——在当下“国

学热”的时代氛围中，此书可谓最佳

国学“补课”读物。

提升想象力与思维品质
■张万珠（北京源创一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高考语文阅读题的考查，说到

底是对学生语文素养高低的考

查。语文素养的高低，关键在于个

人对语文主动积淀的厚实程度，而

积淀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广泛阅读

和识记背诵。从2014年全国各省

市高考语文阅读题的命题走向看，

仅靠课堂中

对语文教材

的阅读指导

和题型训练

已经不能满

足高考的需要，加强学生

课外阅读的指导已经十

分迫切地摆在语文教师

面前。

文学类文本阅读，文

学的意味更浓。微型小说占了半

壁江山，如新课标卷Ⅰ、Ⅱ的《古渡

头》和《鞋》、浙江卷的《走眼》、湖北

卷的《六指猴》等。散文则呈多样

色彩，有记人散文，如重庆卷的《东

坛井的陈皮匠》、江西卷的《抻面》

等；有叙事散文，如福建卷的《祖

屋》、广东卷的《鹤》等；有哲理散

文，如安徽卷的《独木舟之道》、北

京卷的《废墟之美》等；有抒情散

文，如全国大纲卷的《听雨》、上海

卷的《宁静》等。如果在平时有计

划地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积累阅读

小说、散文的相关知识，在高考中

解答文学作品阅读题不是难事。

论述类文本阅读，选文更加多

样化。和往年比，社科类文章比重

较大，涉及美学、社会学、文艺学、

教育学、考古学、建筑学、心理学等

领域，自然科学类的文章比较少

见，仅北京卷选取了有关“光伏发

电”的内容。试题仍然是从理解文

中重要概念的含义、归纳内容要点

和概括中心意思、筛选并整合文中

的信息等角度考查。阅读论述类

文本，不如文学类文本好懂，也不

容易激发起阅读的兴趣，可选择有

代表性的文本若干篇，精读与题型

训练相结合，可取得一定的效果。

文言文阅读，更加注重综合考

查。在选文方面和往年差不多，仍

然是传记类居多，涉及一些序跋类、

游记类、书信类文章，但考查角度有

所变化，比较注重对阅读材料的综

合考查，如北京卷有一个题目“欧阳

修的《偃虹堤记》和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堪称姊妹篇，内容相得益彰。

谈谈你从两篇《记》所抒发的为官情

怀中获得的感悟”，既考查了理解

能力，又考查了表达能力。

综上所述，各类阅读题设置的

能力层级大多集中在“D 鉴赏评

价”、“E表达应用”、“F探究”三个

层面上，这正是一个学生语文素养

的集中体现。如果学生加强课外

阅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精读一批

图书，并且和课堂的教材学习和阅

读训练相辅相成，或者可以找到一

条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捷径。

书 单 小 荐

“高中文言文考试阅读”系列、

《矛盾论》、《实践论》、《围城》、《希腊

的神话和传说》、《谈美》、《科学发现

纵横谈》、《子夜》、《悲惨世界》、《简

爱》、《圣经故事》、《傅雷家书》、《共产

党宣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老人与海》、《培根随笔选》

通过高考题探求阅读提高捷径
■吴庆芳 阎义长（武汉晴方好特级教师工作室）

纵观2014年语文高考试卷可

以发现，作为教育改革先锋的语文

科目，语文试卷的内容和题型都有

不少的亮点。

在内容方面，2014 年语文高

考各套试题涉及的材料既有语言、

文学等语文学科的原有内容，也涉

及哲学、历史、教育、信息科学等方

面的内容。学生在课外阅读时涉

猎面要广，首先要注重对传统文化

的阅读；同时也要阅读“文化快餐

式”的优秀报刊，如《读者》、《青年

博览》、《散文百家》、《小小说月刊》

等；还要阅读有利于拓宽视野的自

然科学类读物，如《科学探索者》、

《国家地理》、《大众天文学》。

在选择课外图书时，也要考虑

所选材料的可读性及对传统文化

的积累。作为多年教辅编辑，我认

为，在众多教辅书里，值得一提的

是外研社出版的《必刷题 语言文

字运用与名句名篇》，该书在页脚

位置设置了“刷名句”的栏目，以填

空的形式，促使学生平时多练习、

多积累。另外，《必刷题 现代文

阅读》也很有特色，书里的文章很

有可读性、时效性，可以用来读，也

可以用来练，尤其是“刷美文”这一

栏目精心选择的小文章，可以滋养

精神，丰富人生，提升能力。

从题型方面来说，我觉得语文

高考考试内容有三大亮点：

一是依托阅读文本考查考生

掌握和运用语文基础知识的能

力。如高考湖南卷的语言运用题，

就是给出了两段文字来考查语文

基础知识。这种依托语言材料考

查语文基础知识的题目，遵循了语

文阅读教学中“字不离句，句不离

段，段不离篇”的原则，改变了机械

识记的考查方式，回归了语文学习

的本质。

二是今年语文高考考试内容

非常注重书本内外、课堂内外、学

校内外的联系，主动贴近时代、社

会现实，贴近考生实际，提升考生

运用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更加注重给予

考生思维空间，许多题目都带有很

强的思辨性，如江苏的“谈不朽”，

山东的“开窗看图画”等。思辨性

的作文题给了学生很大的发挥空

间，要求考生能够深入观察现实，

并且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为全

面考查考生写作能力，北京卷增设

了微写作。这种写作形式篇幅短

小、形式灵活，体现了语文学科的

实践性特点，为学生预留了结合生

活、联系实际的空间。

三是考试内容与时俱进，试

题设置紧跟时代步伐。信息时代

下，对数据、表格、图片中信息的

获取、加工和转化对人处理、加工

信息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

2014年高考试题设置上更侧重引

导学生提高信息读取能力，语文

试卷中出现了大量的读图题和图

文转换题，如全国卷、广东卷、辽

宁卷、江苏卷等试题中都涉及统

计数据、漫画、流程图等读图读表

题。这种题型能很好地考查学生

阅读多种形式的信息，并运用语言

进行分析和总结的能力。

（下转第23版）

课外书选择兼顾可读性与文化积累
■牛晓华（外研社教辅分社）

2014 高考落下帷幕，近几天

成绩纷纷“出炉”，总体看来今年的

语文成绩还是比较乐观，较往年

普遍有所提高。笔者私下走访，

本校语文成绩达到130分以上的

学生，平时在语文阅读和相应阅

读练习中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不

仅依靠课堂有限的时间来提高。

纵观今年的语文试题，笔者

发现试卷的基本模式变化不大，

但在具体题型上有些变化，主要

表现如下：文言文阅读在常规基

础上增加了断句内容，意在考查

学生的语感句读能力；名句默写

部分出现了理解性的情景默写，

而不再是机械性的单纯知识记忆

考查；成语题不再机械地考查成

语的对与错，而是选3个近义成语

让考生选填，考查考生对成语的

辨析和运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这一块是给出若干词语，让考生

编写一段话，考查考生对语言的

实际运用能力。

实际上，所考题型都在考试

大纲规定范围之内，没有偏题怪

题，只是在历年题型模式的基础

上加大了对考生语文素质和能力

的考查力度，在题型上灵活变化，

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这

样做既避免了死记硬背，又能引

导学生理解和应用，具体表现在

对名句默写、成语运用和语段写

作的考查上；注重常识，注重阅读，

加大对传统文化的考查力度，如

增加了对文言文句读的考查等。

这些既彰显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

和实用性，也给我们的语文教学

和复习备考指明了方向，而高考

阅读着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

不同类型的文章都可能成为考核

方向，这就要求学生阅读要有量

的积累，对此也有很多针对高考

阅读的书籍，文言文、散文、小说等

多类文章都囊括在内，如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的《600 分考点

700分考法》等，学生可通过做阅

读题拓宽自己的阅读量，提升对

不同类型文章的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今年语文高考的趋向，

我们不难发现高考语文越来越注

重能力的考查，尤其是阅读能力

和语言运用能力考查。归根到

底，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还需要

有大量的阅读。因为语文教学是

“以读为本”，阅读是积累语言的最

佳途径，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语

言学习中的“理解”和“运用”。换

言之，阅读是源，能力是水，无源就

无水。

从语文高考变革来看，课外

阅读已然是大势所趋，不可回避。

今年高考的些微变化就是阅读能

力提升的一个导向。即将迎接下

一轮高考的老师和学生应该加强

阅读这方面的能力提升。

书 单 小 荐

《论语》、《孟子》、《庄子》、《围

城》、《家》、《朝花夕拾》、《骆驼祥

子》、《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

梦》、《水浒传》、《堂·吉诃德》、《巴

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匹

克威克外传》、《复活》、《老人与

海》、《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

记》、《名人传》、《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达尔文自传》、《居里夫人

传》、《中国通史》、《诺贝尔奖获得

者与儿童谈话》、《万历十五年》、

《成语故事》、《中华文化百科》、《史

记》、《中华典故》以及第八届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你在高

原》、《天行者》、《蛙》、《推拿》、《一

句顶一万句》

提升对不同文章的阅读理解能力
■蒋金霞（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中学）

矢玉四郎“晴天下猪系列”出新译本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矢玉四郎的“晴天下猪系列”，是日本儿童文学荒诞故事经典中的经典。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日前推出了新版译文。

自从1980年第一本《晴天下猪》出版以后，可以说，整个日本顿时就刮起了一股“晴天下猪”的旋风。它得到了

孩子们前所未有的支持，发行量迅速突破百万，成为了一本怪物一样的超级畅销书，不仅被改编成了同名动画片，

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晴天下猪”这个流行语甚至被收入了1987年版的厚厚的一本《现代用语基础知识》

里。矢玉四郎在他的个人网页“矢玉四郎的晴天下猪小房子”（http://village.infoweb.ne.jp/~harebuta/）上自豪地宣

称：“根据一家读者数调查公司的统计，它的读者超过了1000万，它在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中的知名度，达到了

100%。”这实在是日本童书史上的一个奇迹。 就连作者本人当时也瞠目结舌了，说实在的，这完全出乎于他的意料，

他曾经在1986年的一篇短文中坦率地承认：尽管这是一部自己的热情之作，但发表的当时也曾悲观地想过，十个人

里面，至多也不过就是两个支持者吧？而且这两个狂热的支持者，一个还是作者的预想，一个还是作者的自恋。

矢玉四郎，1944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别府市，1967年千叶大学工学部毕业。曾做过商业设计家、漫画家，现

在的身份是作家、画家及作词家。主要作品有“晴天有时下猪系列”及《打一百万个嗝》多部。“晴天有时下猪系

列”是日本儿童文学“荒诞故事”经典中的经典，自第一本《晴天有时下猪》出版以来就常销不衰，并被改编成了

同名动画片。 （山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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