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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7年，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高考，事后才感到有点冒失。
“文化大革命”时我只上到初一，而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到5％。
我想，如果我早知道录取率如此之低，或者犹豫着，等到1978年或1979年，。
大约就没勇气报名了。
所以，应该为这一冒失庆幸，否则，也许我就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30年后，没想到居然研究起“高考”。
我研究语文就是业余的，研究语文高考，这于我又是一个陌生的领域，算是业余的业余。
看来我还是改不了冒失的秉性。
——这回的冒失，恐怕就祸福难料了。
　　高考改不改革原本和我也没多大关系，可迂腐之辈，总爱拿“义不容辞”之类的话往自己头上套
，弄得自己不得安生。
既然套上了，就只能埋头往前拽了。
　　改革总是有阻力的，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语文教育已经被“伪语文”高考逼到悬崖边上，语文高考和语文教育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
一点，相信语文界的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了。
　　语文高考症结何在，说来一点不复杂，就是考的大多是“文字游戏”。
因此，改革的突破口自然是清除“伪语文”“伪能力”。
　　长期以来，语文高考考的竟然不是语文，尽是语文专家都做不出来、语文教师都说不清所以然的
货色，而且还把这奉为语文“科学化”的成就，令人不可思议。
30多年来，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语文教学，教的就是那些学不能致用的稀奇古怪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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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分八个部分，主要论述了语文高考命题、语文高考应遵循的原则，语文
高考应遵循的理念，语文高考应如何改革，应该怎样更好地命题，以及学生应该怎样更好地应考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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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新和，1952年12月出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
学科指导组顾问。
在中国写作、语文教育史，写作、语文教育教改研究方面成绩颇丰。
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光明日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海南大学学报》《写作
》《语文建设》《粤海风》等报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出版《语文：表现与存在》（上卷、下卷）《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写
作：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新课程语文教学论》《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等著作和教材10余部。
大量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现代教育报》等刊物转载，研究成果被北师大
《新世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网、写作新天地、福建教育出版社等数十个教育网站收录。
有的著作被教育部列为语文教育硕士指定参考书。
主持国家教育部“高师面向21世纪教改计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
等教育出版社“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立项研究课题、福建省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一、二
期）等多项研究。
在国内写作、语文界有较广泛的影响。
受聘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语文》教材，有三篇文章进入人教版《语文》和课外阅读教材。
担任教育部9年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北师大“新世纪”版初中《语文》第一副主编，《中国写作与研
究》顾问。
科研成果被《中国教育报》《课程·教材·教法》《上海教育报》《写作》《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常州工学院学报》《福建日报》《福建教育》《海峡教育报》等十多家报刊撰
文评介。
对本学科的理论进展作出权威性总结的《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王志彬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一书，对本人的学术成果作了专门评介（见该书第395-397页，2000字）。
杜福磊的《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也做了专门评介。
连续五届（一至五届）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为福建省普通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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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语文高考命题的十大关系1.1　高考研究与应试研究1.2　水平评价与选拔评价1.3　高校视界与中
学视界1.4　甄別选拔与生命关怀1.5　语文基础与综合素养1.6　知识立意与能力立意1.7　语文共能与
语文异能1.8　重文轻质与文质并重1.9　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1.10　形成性评价与终极性评价二、语文
高考的“三利”原则2.1　有利于甄别上的公平和公正2.2　有利于所有学生的最佳发挥2.3　有利于引
领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改革三、语文高考的“四化”理念3.1　生本化：给予基本的人文关怀3.2　素养化
：语文水平的综合性评价3.3　表现化：以检验言语表现力为主3.4　个性化：鼓励言语个性的发展四、
考什么：以言语性、话语性題目为主4.1　甄別“伪能力”与“真能力”4.2　“真能力”的效度与难
度4.3　语文基本能力：文体感、语境感、语感4.4　“语境感中心”决定以考“语篇”为主4.5　考查
内容：言语性、话语性题目4.6　“共能”题目和“异能”题目兼顾4.7　选修课程检测不必在高考中单
独设题五、怎么考：以开放性、交互性题型为主5.1　客观题在语文考试中适用性差5.2　言语题、话语
题决定了题型的开放性5.3　语文的社会交际性决定了题型的交互性5.4　开放性交互性的“时文评说”
题型5.4.1　“申论”题型解析5.4.2　“新闻评论”题型解析5.4.3　“网络帖子”题型解析5.5　语基题
、阅读题、语用题与作文题的整合5.6　语文试题结构与题型的初步构想5.7　写作命题的六大理念5.7.1
　题目的开放性：　自由与限制的统一5.7.2　文体的囊括性：实用与审美的统一5.7.3　表现的兼容性
：诗性与智性的统一5.7.4　含义的内隐性：规定与自主的统一5.7.5　现实的观照性：生活与心灵的统
一5.7.6　题面的简明性：简洁与明白的统一六、怎么评：以主观性、综合性评价为主6.1　阅卷教师的
素养6.2　客观性评价的利弊6.3　对主观性评价的检讨6.4　总体评价与分项评价的整合6.5　综合性评
价的构想七、命题与考试评析7.1　坚持生本化、素养化、表现化命题方向7.2　“怎么都对”的“四个
不对”7.3　高考作文命题质量亟待提高7.4　2002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浅议7.5　迈出了一小步之后的忧
思7.6　2005年福建高考作文的启示与思考7.7　2008年福建及全国其他高考作文题评析八、作文应试指
耍8.1　确保基础分8.1.1　无偏离题意8.1.2　无立意不当8.1.3　无中心不明确8.1.4　无套题抄袭8.1.5　
符合文体要求8.2　力争发展分8.2.1　角度的创新8.2.2　思维的创新8.2.3　题材的创新8.2.4　表达的创
新附录一　语文考试：对言语生命的尊宠与嘉奖附录二　命題：给心灵松绑附录三　全球化视界中的
写作大趋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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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要紧的是，他们必须是语文教育专家，而且必须是一流的语文教育专家。
如果他们对语文学科本身缺乏研究，不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学者，不懂得语文教育（母语教育、汉语教
育）是怎么回事，没有出版过对语文教育和语文考试这两方面做过精深研究的专著，是不可能成为语
文高考命题专家的。
（在语文界，我们所见到的多是遇见什么都可以随便谈点不咸不淡的感想的“专家”。
）——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两头都不沾的半吊子研究，自然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盲人摸象
”的主观性，和“拾根鸡毛当令箭”的“自大症”。
没有真正的研究背景强有力的支撑，高考命题实践便不可能不触礁翻船。
这30多年失败的命题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懂得语文教育比懂得考试、评价技术还要重要。
懂得语文教育才懂得“考什么”，懂得考试、评价知识充其量只是知道该“怎么考”（还只是停留在
抽象的认知上），如果连“考什么”都不知道，懂得“怎么考”有什么意义呢？
懂得“考什么”比懂得“怎么考”重要。
即便是“怎么考”，也不是单靠考试学知识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是真正懂得语文素养、能力结构、
言语表现形式和语文传播功能的语文教育专家，不但不懂得“考什么”，也是不可能懂得“怎么考”
“怎么评”的。
盲目引进全盘西化的“标准化试题”就是证明，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这不是说一个命题专家必须是一个全才，而是说他必须对相关领域要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尤其是对本学科的历史与现状要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也必须有一个一流的研究团队的支持，有一个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智囊团，共
同操持，合作攻关。
遗憾的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目标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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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是一部研究“语文高考”命题的专著。
在对新时期语文高考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语文高考命题的“十大关系”，阐明了语文高考
的“三利”原则与“四化”理念。
在学理上厘清了“伪语文”与“真语文”高考试题的界限。
深入探讨了语文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怎么评”这些基本问题。
——考什么：以言语性、话语性题目为主；怎么考：以开放性、交互性题型为主；怎么评：以主观性
、综合性评价为主。
提出并论证了语文评价以“语篇”为主的观点，特别对作文的命题与应试指明了方向与策略。
为中学师生了解语文高考的机理提供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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