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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看到这本探讨汉语言阅读测试的学术著作出版。阅读
是学生在这个信息社会中参与社会生活的必备能力之一，也是学

生语言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如何客观而公平、

准确而又高效地评价学生的阅读能力，一直缺乏一个明确清晰的

测评体系，因而阅读测试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这严重

影响了汉语言教育的发展和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

一般来说，“测试”包括测试内容和测试形式两个组成部分，

和测试形式相比，测试内容在测试改革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它是衡量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测试的命题和方式都有着

极为重要的制约作用。现今我国阅读测试研究的重心一直是命题

和解题，对测试内容的关注较为薄弱。该书从测试内容的角度切

入，试图通过对汉语言阅读测试的性质、组成要素进行分析，探

明汉语言阅读测试内容的运行过程，确立汉语言阅读测试内容研

究的维度，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阅读测试试题进行了定

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探讨了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在近三十余年

来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特点以及存在的弊端；然后结合这种发

展变化，研究了其影响因素，为汉语言阅读测试内容的未来构建

与发展提出了合宜的建议。全书思路较为清晰，观点明确；从测

试内容的角度切入来探讨阅读测试问题，具有一定的新意。

要了解汉语言阅读测试的内容，首先要了解阅读教学需要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然后确定阅读测试的测试材料 （阅读核心内

容），在这基础上再确定测试内容的等级和层次。在测试之前，理

应明确所要测试的目标、阅读能力的组成要素和发展层级，使整

个测试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和清晰的层次性，这样就可以避免测

试命题的盲目性与随意性。目前我国的许多阅读测试中，阅读测

试命题者未预先对目标阅读能力要素进行清晰的厘定，没有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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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查的目标阅读能力要素做出整体的把握和设计，导致的一个

后果就是在命题上，可能出现题目没有体现所要考查的核心阅读

能力要素，考题偏离考查主旨。有的题目虽然也考查到了一些能

力要素，但却分不清主次。阅读能力测评的层级也没按照它的逻

辑进程来划分。这本书稿对阅读能力的构成要素 （获取信息、解

释文本、反思与评价）和发展层级进行了探讨，使得测试目标对

象具体、明确，命题针对性强，考查意图明显，命题过程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

从生活实际来说，阅读主要体现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评

价信息的能力，它的内容包括新闻报道、说明书、统计图表、信

件等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的各种材料。我国的阅读测试试题和学

生的生活有较大的距离，如文言文阅读测试中的古代文化、科技

说明文中的尖端科技等。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这些内容，

更往往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但又迫于考试的压力不得不阅读这

些内容，结果造成学生被动地阅读，使学生难以运用恰当的阅读

策略，难以发挥真实的阅读水平。因此，阅读测试的试题应回归

社会的现实生活，回归学生的日常生活，我认为阅读测试试题应

该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测材设计不是人为编制的问题，

而是大量地运用学生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注重从日常生活取材。

在设计问题时，关注学生的实际阅读经历和阅读实践，关注在实

际的生活状态下运用阅读技能的情况。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践，还需要拓展阅读材料的类型。如 ＰＩＳＡ
中阅读测试根据四类不同的阅读目的广泛选择了不同的阅读材料，

它基本上涵盖了学生在学校内外的阅读活动中所接触到的所有阅

读材料的种类。阅读材料类型的多样化，一方面更符合学生真实

的阅读生活，另一方面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阅读水平。我国

的阅读测试在阅读材料类型的选择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

从文体的视角出发来选择阅读材料，如语文高考就一直是文言文、

科技说明文、散文等三分天下；二是在文体的比例上，又以文学

类材料为主，实用类文章往往是被忽视的，很少出现在试卷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真实的阅读活动中，人们很少是按照文章体裁来

阅读的，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或需要来阅读。在阅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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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类型上，不仅包括文学的阅读，还应包括实用文章的阅读，

实用文章阅读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与今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

阅读测试中，应拓展阅读材料选择的视野，广泛选择各种类型的

阅读材料，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全面发展。

这本书稿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一些

论点对目前国内的汉语言阅读测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汉语

言阅读测试一直少有人研究，其中一些内容还需要继续深入，希

望作者能朝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努力。

陶本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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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一、考试内容与考试改革

　　高考制度自１９５２年建立，迄今已有五十余年，自１９７７年恢
复，也有三十余年。恢复后三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一些关于高考

的微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 “导致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一考定

终生”“学生的学习负担严重超标”“学生高分低能” “学生在获

得知识的同时却失去了快乐”“制约了学生的天赋、专长和个人兴

趣”等等，这样的句子还可以列举很长很长……

鉴于高考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一些激进人士甚至主张取消高

考，如１９９８年孙绍振以语文高考中不断出现的偏题、怪题为由，
批判语文高考命题混乱，并日益以学生为敌，进而要求改革束缚

试题的高考体制，提出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废除全国

性统一的高考体制。① 此举拉开了近十年来关于高考存与废争论的

序幕，２００１年顾海兵进一步指出：“统一高考已背离了公平公正的
原则，背离了正当竞争的原则，背离了科学原则，亟待进行批

判。”② ２００６年 《中关村》杂志上更陈列了高考的七宗罪名：“考

试至上，素质滑坡；目标缺失，理想倒置；违背规律，漠视人性；

扼杀创造，散落文明；片面功利，教育错位；资源浪费，脑力衰

①

②

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孙绍振对高考说 “不！” ［Ｊ］．艺术·生
活，１９９８（６）．

顾海兵．中国高考制度批判：计划经济式的考试可以休矣！ ［Ｊ］．中国改革，
２００１（１０）．



２　　　　

　
汉
语
言
阅
读
测
试
内
容
的
构
建
与
发
展

微；信息封锁，公信力差。”① 高考在人们的批判声中风雨飘摇。

高考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目前还不至于达到被 “废除”的

地步，这种主张取消高考的颠覆性观点，其实是一种缺乏科学依

据的激情表达。第一，从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目前

还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检测学生发展水平的工具；第二，虽然我

国的高考制度问题多多，但并不是百弊无利的，高考制度自１９７７
年恢复以来，历经三十余年，在中国当代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第三，

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高考制度，高考

作为检测中等教育水平的检测方法和高校招生的依据必不可少。

高考的重要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考不能取消，但是也

不可否认，高考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与弊端，如高考一考定终生，

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考试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

死记硬背的考优秀，而有才能的却无缘高等教育；高考作为指挥

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狭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功夫等等。

回首高考，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那么高考到底将走向何方

呢？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认为： “不能废除高考但必须改革高

考。”② 他给了走出高考误区的 “标准答案”，很明显 “废除高考”

不是问题，“改革高考”才是问题。

考试分为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两个组成部分，考试改革也分

为这两个方面。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就曾从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
两个方面论述高考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

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

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

式，使它完善起来。”③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也
指出：“推进制度创新是深化高考改革的关键，考试命题和录取方

式都要改革。命题内容的改革，将使考试内容进一步贴近时代、

社会、考生的实际，注重对考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①
②

③

明子．高考 “七宗罪”［Ｊ］，中关村，２００６（８）．
贺莉丹．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高考是我心中的痛 ［Ｎ］．新民周刊，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１日．
杨学为．高考文献 （下）［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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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考查，为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录取方式的改

革，将引进 ‘学业水平测试’和 ‘综合素质评价’，将其与国家统

一高考相结合，从文化知识、能力水平、成长过程、综合素质等

几个方面共同构成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依据。”① 高考自建立以来，

在考试形式方面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自９０年代末以来，
更是进入改革的密集期，如先后采取阳光工程、分省命题、网上

录取、春季高考等多项改革，这些都是高考考试形式在不断自我

完善、自我改革的生动说明。

但是，仅仅改革考试形式是不够的，要想高考能够健康发展，

高考改革还需要对考试内容进行关照。考试内容往往存在着更大

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建制五十多年来，不少人认为 “繁、难、偏、

旧”② 一直是我国高考考试内容的主要特征。考试内容仍然无法脱

离 “以考核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为主”的状况。③ 考试内容只注重对

学生知识数量的考核，而轻视对学生能力的考查，导致了学生的

高分低能，从而 “使得中国教育死水一潭，是直接扼杀人才、泯

灭民族创造力的罪魁祸首”。④ 一些高中生则认为考试内容已俨然

成为新八股，“是我们创造力的无情压杀，我们必须服从教材才能

得到高分，面对试卷上刁钻古怪离实际生活十万八千里的题我们

要硬着头皮做，不准问为什么，因为成绩是唯一标准。”⑤

社会公众对高考考试内容的批判是否客观、合理？考试内容

为何会出现 “重知识轻能力” “重客观，轻主观” “重统一标准，

轻弹性空间”？改革要如何实现由知识立意、能力立意转向素质立

意，克服命题的混乱，既考查出学生能力，也让学生的素质得以

提高？这些都是高考考试内容面临的一个个重要课题。

和考试形式相比，考试内容改革在高考改革中处于更加重要

①

②

③

④

⑤

陈俊旺．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高考存在三大问题将改革 ［Ｎ］．楚天都市报，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周先进、赵风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的构建 ［Ｊ］．学科
教育，２００４（８）．

金一鸣、唐玉光．中国素质教育政策研究 ［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１．

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 ［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

育科学版），２００１（４）．
李明明．一个高三学生眼中的高考 ［Ｊ］．北京文学，２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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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首先，高考考试内容对中学各科目的教学内容有着重要

的影响，处于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另一方面，考试内容是衡量

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高考的考试命题和考试方式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制约作用。高考要改革，考试内容的改革是必要的，

而且是第一位的。

目前高考一般采取３＋Ｘ模式，语文是高考考试中一门重要的
科目，语文高考该考哪些内容，一直争议不断。

　　二、语文高考中汉语言阅读测试内容存在的乱象

　　语文是高考中的一个重要科目，阅读是语文课程内容中的一
个重要板块，相应的汉语言阅读测试就是语文高考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在高考中，１９５２年出现文言文阅读测试，但此时的文言文
阅读测试比较稚嫩，测试内容主要是古汉语语法方面的知识，对

文本本身的意义较少关注，因此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阅读测

试。直到１９８４年，全国语文高考试题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篇社科类
文章的阅读试题——— 《美国摩尔根 〈古代社会〉》，古代文阅读和

现代文阅读的二元格局才正式形成，阅读测试在语文高考中确立

了应有的地位。北京四中特级教师顾德希为此将之称为 “世纪性

突破”，他认为： “单凭一篇文章选拔中学生，至少有三点欠妥：

第一，大面积上的阅卷尚无法控制评分误差，‘冤、假、错’案太

多；第二，有些学生作文欠佳是年龄、阅历造成的，并非潜能不

足，只考一篇作文对这类学生不公平；第三，对大多数人来说，

比 ‘写’更重要的语文能力是 ‘读’，是准确获取信息，而获取信

息能力与输出信息能力是不能画等号的，只重作文，导向是片面

的。”① 北京语文高考研究专家王大绩也认为：“高考试题，精读能

力的考查方式实现了阅读能力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高考

选拔，有利于中学素质教育。”② 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地位的确立，

在语文读写能力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打破了语文高考 “一篇文

①

②

顾德希．语文教学的世纪性突破———谈十几年的高考阅读测试 ［Ｊ］．语文教学
通讯，２０００（７）．

王大绩．语文高考试题的三大贡献———浅谈高考命题的创新和继承 ［Ｊ］．中学
语文教学，１９９７（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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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定乾坤”的局面，这对语文教学内容发展的引导和学生语文素

养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语文高考阅读测试确立的三十多年的历史中，阅读测试虽

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高考的发展，阅读测试在测试内容

上涌现出了一系列的乱象，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阅读测试材料方面。阅读与阅读材料紧密相关，选

择某方面的阅读材料，意味着对某种阅读能力的认同，同时也意

味着对另一种阅读能力的舍弃。我国的语文高考选用的阅读材料

主要分为五类：文言散文、古诗词、社科类文章、科技类文章、

文学作品。语文高考何以选择这些阅读材料，选择这些阅读材料

的学理依据何在，这些材料是否适合学生阅读，一直缺乏有理有

据的研究。如教学中文学教学的主流———小说一直被排斥在高考

之外，考试中涉及的诗歌欣赏，在教学中占的分量却不足。郑友

霄以２００４年语文高考的科技文阅读为例，认为目前的语文高考科
技文阅读严重背离了语文阅读教学的取向，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出题者混淆了普通阅读和专业阅读的界限，这种只有相关

专业人员才能阅读和只有他们才可能读到的阅读文本拿来给我们

这些可能一辈子都在进行普通的常规阅读的考生，其阅读的价值

何在呢？”①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考生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可曾

有一分语文的影子在起作用？这种几乎剥离了考生所有的知识背

景而进行文字阅读的考核办法，正像所有扒光了羽毛的鸟儿到上

帝那儿选美一样，表面上倒是十分公平了，但谁是乌鸦谁是凤凰

也就无法区别了。”② 一些专家则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

曾燕超老师对近十年来的全国高考现代文阅读进行了分析，发现

测试内容以文史、科技知识为主，对此，她认为：“高考为何偏爱

文史、科技类文章？大概是从高校招生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大

学里的专业大体上可分为文、理两类，考生如果能读懂文史、科

①

②

郑友霄．高考试题背后的支撑知识及其引导价值反思 ［Ｊ］．中学语文教学，
２００５（４）．

郑友霄．高考试题背后的支撑知识及其引导价值反思 ［Ｊ］．中学语文教学，
２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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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类文章，便可适应大学深造的要求。殊不知，这种想法完全忽

视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和考生的实际，把原来是对语言理解的

测试变成了大学预科式的专业知识的测试。”① 阅读材料不但体现

着一定的阅读取向，同时，它还存在着一个是否适合学生阅读的

问题，选择适合学生的阅读材料，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发挥。

由于对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理解得模糊不清，在阅读材料的选

择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如１９９７年全国高考现代文的阅读材料
取自郁达夫 《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尽管国家教委考试

中心张伟明在当年的试题分析中说：“这篇著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

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中文系学生的必读篇目。这篇材料文字不

深，但内涵丰富。作为以进大学为目标的阅读水平的测试，如果

难度太低，则无法区分考生能力的高低，因此，选择这样的材料

是适宜的。”② 但这只能说是命题者从自身的角度着眼思考的，他

们没有站在被考查者———十七八岁中学生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为

此，特级教师俞发亮认为：“有的选文不当，文本作者的思想感情

偏颇，试题亦不加分辨地引导、逼迫考生就 ‘范’，甚至跟着矫情

夸饰，或者选文的时间 （写作年代及作品背景）、空间 （社会和环

境）与当代学生存在较大的距离、隔阂；有的试题幼稚，或者把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正所谓 ‘你不问，我还看得懂，你越问，我

越看不懂’。”③ 郭宗明、刘长河更是认为阅读测试中 “问题最大的

是现代文阅读，自然科学文段的命题者所创造的题目恐怕连这些

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做对其中的大部分，高中程度的

学生只能是盲人摸象式的蒙着做；文学文段中的材料有许多是劣

质文稿，如２００１年的 《门》，文字不清通畅达、语意晦涩；试题

中大量分辨和赏析的题目本身就大谬不当，这类非常主观、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的题目，怎么可以拿这些众说纷纭的东西作为衡

量考生的标准呢？高考试题依然是荒唐透顶，搞繁琐哲学、形式

①
②

③

曾燕超．高考现代文阅读应考什么文章 ［Ｊ］．语文教学通讯，１９９９（２）．
宋晓球．对近年来高考语文试题阅读材料的使用分析及使用建议．ｈｔｔｐ：／／ｃｍｓ．

ｈｉｔｆｚｃｎ／ｆｏｒｕｍ／ｖｉｅｗｔｈｒｅａｄｐｈｐ？ｔｉｄ＝９５９１．
俞发亮．散文阅读测试辨正———从同一文本的三份试题谈起 ［Ｊ］．厦门教育学

院学报，２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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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弯弯绕似的什么修辞、逻辑、语法和臆语式的赏析，不恰当

的肢解和评析文章，２０年来的高考试题以及由此左右的所谓阅读
教学，正是干着烹金鱼煮仙鹤的勾当。”① 阅读材料代表了一种阅

读取向，如ＰＩＳＡ阅读测试和美国语文高考 ＳＡＴ阅读测试所选择的
阅读材料大多是来自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像说明书、广告、

地图、表格等，这些阅读材料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这和我国

有一些差别。汉语言阅读测试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材料受着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阅读材料还必须与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宜，

这种适宜性影响着汉语言阅读测试阅读测试的信度和效度。阅读

测试材料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阅读材料选择迷乱的体现，阅读材

料的迷乱最终将导致阅读测试的茫然与失效。

第二，在阅读测试内容的要素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乱象。

现代阅读学认为，读者不仅是作者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而且

是创作的最终完成者。阅读既是体会作者的人生经验，又是读者

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体悟，所以，阅读是对作者和自我的双重 “发

现”。语文新课标明确宣示了 “阅读是个性化行为”的科学理念，

其实质是向我们表明：张扬读者个性，已成为阅读教学改革追求

的崇高目标，而对这方面的追求恰成了高考现代文阅读测试内容

的 “软肋”。张银华认为：“知识与技能的测评受到重视，但囿于

知识体系，囿于作品中心，没有体现对阅读过程、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评价，对作品的审美、鉴赏、创造性评价的缺失，是高

考现代文试题的积弊。”② 针对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对中学生创

造性能力考察的缺失，俞发亮将其造成的危害提升到了危害民族

复兴的大计上了，他认为 “二十余年来的现代文阅读试题封闭有

余、开放不足，严重阻碍了学生批判性、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

利于培养、造就富有创造性的一代新人。它的 ‘弊端’在新一轮

课改中日显突出、严重，亟待大力改革、祛除；因为这不仅仅是

题型问题，而是影响到被教育者的阅读理念、学习方式、思维品

①

②

郭宗明、刘长河．别再干 “烹金鱼煮仙鹤”的勾当———高考语文试题的２０年
怪现状评析 ［Ｎ］．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３第Ｂ１４．

张银华．高考语文评价及反思 ［Ｊ］．语文建设，２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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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创新能力的大事，是关系到一代人成长、民族复兴的大计。”①

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狭窄单一，缺乏对阅读过程的评价，缺乏

人文精神渗透，缺乏 “内隐”创新思维已日益严重，高考阅读测

试内容出现这种弊端与人们对阅读测试内容的认识有关，许多人

认为，知识与能力是实实在在的，而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是 “虚”的，是难以检测的，加之语文测试具有 “异质性”

的特征，阅读能力具有 “内隐性”的特点，因此，在阅读测试中，

往往造成了这些关键要素的缺失。

第三，在阅读测试内容的表征方面。阅读测试内容需要以某

种形式体现出来，如，是以客观题的形式来体现，还是以主观题

的形式来体现，是以标准化的试题来体现，还是以非标准化的试

题来体现等等。在阅读测试的题型上也存在一系列的乱象，如为

了有效地控制误差，降低阅卷的难度，减轻阅卷的负担，弥补主

观题目比重增加对高考选拔性的损害，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对主

观题提出 “在开放性的前提下尽量客观化”② 的要求，即 “主观题

目的客观化”，这类试题一般称为 “限制性试题”。但是这类试题

排斥多元解读，不能真正考查学生的个性体验、切身感受，难以

鼓励产生独特的以至创造性的解读。著名高考研究专家章熊有句

名言：“阅读题答案在文中。”也就是说，从问题出现的位置附近

来找答案，按照 “近距离”原则筛选答案和利用原文句子回答，

不失为应对 “主观题客观化”的妙招，教师和学生经常利用这一

招进行迁移练习，“尽量从原文中找答案、尽量用原文的句子组合

回答”，这样有利于学生把握并理解作者在文中所要传达的信息，

也有利于评分标准的统一。然而，“不在文中的答案”就不是有意

义的答案吗？换个角度看，“阅读题答案在文中”却是与 “鼓励阅

读批判”和 “张扬读者个性”格格不入的，因此这种做法被人诟

病颇多，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认为：“把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拿

来作所谓客观化的考题，还有胆子给出自命为唯一的、标准的、

①

②

俞发亮．散文阅读测试辨正———从同一文本的三份试题谈起 ［Ｊ］．厦门教育学
院学报，２００５（１）．

左兵．开放性试题的限制性———１９９９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启示 ［Ｊ］．中学语文，
２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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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客观的答案，就表现出洋教条之毒已经到了如何深入骨髓的

程度了。”① 针对这种现象，他进一步认为根本原因是：“命题者完

全忘记了中国传统诗论中 ‘诗无达话’的原则，忘记或不知道西

方当代文化哲学、接受美学等等前沿学科，认为文学作品的阅读

不可能有标准、客观的理解，不可能达成共识，所以才有 ‘一千

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②。在阅读测试内容的表征上，

不但在题型上存在一系列的乱象，而且在试题的设置上也存在一

系列的问题。试题的设置往往是测试内容最直接的体现，但是高

考阅读测试在试题的设置上不容乐观。如有的试题在题支的设置

中，出现了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干扰项： “有的干扰项偷换概

念，似是而非；有的言过其实，夸大其辞；有的移花接木，歪曲

事实；有的源流倒置，适得其反；有的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有

的省略不当，含混不清；有的以偏概全、缩小答案范围，有的强

加因果，牵强附会。”③ 试题设置的干扰项的模糊不清，使被试者

的思维路线陷入散乱的、杂乱无章的状态，正常的阅读能力难以

发挥，语文高考的阅读测试内容常常落在空处。

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存在的一系列乱象，引起了人们广泛

的思考，在网络上，一些博客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山西

平陆康平中学曹建华老师以 “生如葳蕤”的笔名在 《中高考语文

阅读试题八大弊病》中指出：“语文性质的是与非，课堂教学的功

与过，教材内容和编排等固然对中国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和质量

有一定影响，但真正的牛鼻子应是让千千万万个中小学生和老师

苦不堪言的高考语文阅读试题。”④ 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他

进一步总结出了中高考语文阅读试题的八大弊病：“一、严重脱离

实际，是毫无实际用处的 ‘科举新八股’；二、肢解了语言维纳

斯；三、模糊了阅读的真正内涵；四、背离了阅读的真正目的；

①
②
③

④

孙绍振．２００１年全国高考语文卷批判 ［Ｊ］．粤海风，２００１（５）．
孙绍振．２００１年全国高考语文卷批判 ［Ｊ］．粤海风，２００１（５）．
钟斌．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改革的史与思 ［Ｊ］．语文世界 （博客版），２００６

（１—２）．
曹建华．中高考语文阅读试题八大弊病．ｈｔｔｐ：／／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ｙｙｂｏｋｅｅｃｏｍ／ｖｉｅｗｄｉａｒｙ．

１３３４１０７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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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扼杀了学生的阅读个性；六、养成了学生浅尝辄止的习惯；

七、侵占了学生的读书时间；八、淡化了学生的阅读体验。”① 福

建厦门第一中学钟斌老师在 《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改革的史与思》

一文中对高考阅读测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在语文高考阅

读测试内容中存在着三个误区：“１．‘非语文’的干扰、‘反文本’
的误区，一个个险象环生的干扰项，使科技文阅读成为 ‘文字游

戏式’的 ‘伪阅读’。试题高度不足，难度有余。它的难度是人为

制造的，主要手法有两个：一个是 ‘弯弯儿绕’，一个是 ‘繁琐哲

学’。这种阅读试题是反文本的，扭曲了阅读测试的价值取向，学

生无须读懂文章，只要掌握技巧即可；２．多元解读的缺失。主要
表现为 ‘主观题目的客观化’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多元思

维的发展；３．三维目标的消解。知识与技能的测评受到重视，但
囿于知识体系，囿于作品中心，没有体现对阅读过程、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评价，对作品的审美、鉴赏、创造性评价的缺失，

是高考现代文试题的积弊。”②

语文高考阅读测试虽然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但对于应该

测试什么内容？为什么要测试这些内容？又如何来测试这些内容？

还存在着诸多的乱象，具有许多的争议，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

需要引起更多人的更多关注。

　　三、阅读测试内容研究的意义

　　目前关于语文教材、教法的研讨争鸣文章，各种各样的教学
模式研究层出不穷，这对整个语文教育系统的改革来说，无疑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语文课改的现实，却表现出了对

高考这一教育教学 “指挥棒”的忽视，众多专家、学者和广大一

线教师仍然只是专注于对教学理念、思路、方法甚或技术手段创

新、运用的研讨，但对语文高考的研究和投入明显不足。从宏观

的角度看，语文教材、教法改革的成功是不会也不可能脱离语文

①

②

曹建华．中高考语文阅读试题八大弊病．ｈｔｔｐ：／／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ｙｙｂｏｋｅｅｃｏｍ／ｖｉｅｗｄｉａｒｙ．
１３３４１０７２ｈｔｍｌ．

钟斌．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改革的史与思 ［Ｊ］．语文世界 （博客版），２００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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