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高考语文答卷

谈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问题

∷       唐 良 海       ∷∷

有教师说:“语文高考试题是检验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把尺子。”这话是有一定道

理的。语文教学质量的好坏,学生语文水平的高低、读写能力的强弱,用统一的高考试

题-考查,就 各归其道9泾渭分明了。在评阋一九七九年高考语文试卷中,我们高兴地看

到,我省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已有了显著提高,语文高考的及格人数由去年的百分之-
左右上升为今年的百分之十左右。但这惊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不及格人数,说明中学

语文教学还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9绝大多数学生语文的读写能力还相当差。因此,改

变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落后面貌,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提高绝大多数学生语文的读写

能力,仍然暴话义数学工作者X不容辞的∵顶溽臣年气 .ˉ ∷ -严 Ⅱ{Ⅱ ⅡtJ∷  ¨
∷ 教师的神圣职责是 “传道、受业、解惑”。教师教给学生知识,不但要讲 “是什

么”,更重要的要讲 “为什么”,让学生懂得规律”掌墀方法?知其然又钾某F/T以然。

笔者从今年高考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结合平时的教学情况,就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问

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字是词的基础,词汇又是语言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要恰当地表达思想感

情,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就必须遣词得当,用语准确,在文字上少出或不出差镨。汉

字结构复杂,词汇丰富j学生在阋读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生字生词不认识,更不

懂得它的意思。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敬师在字词教学中,必须根据汉字本身的特

点J教给学生认字释词的方法。

∶汉字具有表意和结构复杂两大特点。它主要由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的方法构成

字形。其中用形声造字法构成的汉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形声字是由表音的声符和表意

的形符两部分构成的。如 “湖”字, “氵
”
是 “

水”字的变形,说明这个字所表达的内

容和水有关系或属于水这-类事物, 〃胡”表示这个字的读音。由 “氵
”
作形符,和不

同的声符结合,可以组成与水有关的许多字,如
“
冰、汞、沓、荥等,由 “胡〃作声符 ,

和不同的形符结合,可以组成 “糊、葫、蝴”等读音相同的字。此外,汉字 中 的 同 音

字、形似字以及多音多义字也是很多的。如都念 dai的 “
代、待、戴、带

”;形体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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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衷、衰”;有 cha、 chai、 ci等念法的 '差
”,等等。         

’

搞清字词的形、音、义,目的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它。语言的实践性很强,要做到遣

词恰当,用语准确,必须让学生多练习。锇们的目的是培
’
养学生根据具体语言环境,正

确,垴用词、准确地表情达意的能力:那种i离开语言实际,让学:生死记词义条目的做法只

能是事倍功半。汉语词汇丰富,词义区别很细·微。̄只有搞清词的使用范围,注意词义的
ˉ

轻童,分清词的i感情色彩和风格特征,才谈得上芷漪使用词汇。如∵果不懂得以上汉字的

这些特点柚诫义的细微区刖,在使用时就会出错。今年高考的填词
:素试趱中1很多考生

就将 “肆虐”的 “虐”、 “追溯”的 “溯”和 “排遣”的 “遣”,^诶写成了形体相似附
“虐”、 “塑”和 “遗”。在选择成语填空的试题中, “变本加厉”和 “再接苒厉”本

是两个狼常用的成语,i可是有的考生由于没有区别清楚词的感情色彩,错误她将贬薏诃
饣变本加厉”填入了 “我们今后=定要戒骄戒躁,____9取 得更加优良的成绩″这

一句的空白中1 “皮开肉绽”和:“遍体鳞伤矿是两个同义词,但在使角上肴卤痢
l。

有的

考生对 “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折磨∷,浑身被打得∷__⊥”这一句不作具体分析,前

面己经肴 JJF身”宁,^达要
∵
在箜自处填上 “遍体鳞伤”,这就前后重复了。当然,学生

在平时的学习中-那种 “克”、 “刻”不分, “己”、 “已″不辨,生氆罚语;堆砑形

容词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了。 ∵

浅近文言文,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阅读的-个主要方面。同现代

语基础知识一样,文言文也有它的特点和规律。同样,教师如能讲清规律,教给方法,让

学生勤练习,多实践,重阅读,熟记诵,是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的。

同字异词的假借现象,是文言文中最常见 的。如从① “以子 之矛,陷子之盾”
,

②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⑧
“
何不试之以足,” ④ “句读之不 知,惑 之不解”

;

⑤ “辍耕之垄上″五个句子中可以看出,向=个
“之”代表了五种不同的词。因此,可

将 “之”的用法归纳为五种: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的”,②用在句子的主涫之间,取

消句子独立性,③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它” (或 “、他”、:“她″),④用在前置宾语和

动词之间,表示宾语提前,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到”。同词异字的现象,在文言文中

也很普遍。同一个 “你”,就
:有 “女”、 “汝”、 “若”.“乃”、 “尔”等 字 表示

它。在古代, “走”,就是 “跑”, “蚤″,就是 “早”。学生由于不懂得文言文中通

假字的特点和一词多义的现象,在阅读和考试时经常出错:今年语文高考的文言翻译试

题中彳艮多考生错误地将通 “擒”的 “禽”译成了 “养鸡”或 “韩信作了刘邦的家禽〃
,

将语气词 “耳”译成了 “耳朵”,闹了大笑话。可见教师讲清文言基础知识的规律,教

给学生方法是多么重要了。

要提高学生阋读文言文的能力,还必须让学生多练习。光讲不练,很难过关。练,是

让学生巩固知识,将学得的知识转化为技能的重要手段。练的:方式要多样-要有计划、

有目的地进行。一般是先搞文言基础的单项练习,然后作综合练习。初中着 重 单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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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9高中既搞单项练习又作综合练习。|既练实词、·虚词和句式9又练断句和翻译。如初

中一年级在讲了 《黔之驴》和 《狼》∶以后,可作 “以”、 “其”
等虚词的单项练习,高

中一年级在讲了课本中的文言教材和作了单项练习后,可作 《晏子使楚》∴和:《苛政猛于

虎》∶等浅短文言文断句翻译的综台练习。在练的过程中发觋了问题,再及时查漏补缺。

应该看到,现在学生对浅近文言文的阋渎能力还很差。今年语文高考中 “韩信点兵”邪

段文言文本来是比较浅显的9∷ 文中的难点也作了注释Ⅱ可是彳艮多考辈仍然几乎不 能断

句-不能按原文意思翻译。将韩信的 “信”译为
“书信”,将 表示 多少的 “几何〃泽

为
“学几河”,便是突出的例子。    ∶   ˉ '          ∷

学生文言基础差,与读得少有很大的关系。多读多记,∶ 熟读成诵,这是学习文言文

的重要方法。很多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懒得读,尤其不高声朗读,这是我们教师应

该尽快帮助学生克服的。因时代关系,文言中许多字的读音与现代汉语六不相:同,不朗

读,又怎么检查读音是否准确呢?因 此,∴ 教师要让学生多朗瀵,对初中学生还应教读 ,

做到读准字音,课出感情和味道。书谗读得熟,就越记得牢,对思想内容也就理解得越

深。古人很重视读书,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 也 会

吟”,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读时,重要的是体会感情,念出味道。戏:要 进 入 角

色,读书要步入意境。能做到同作品中的

^、

物同欢乐、共悲哀, 就 算把 书读懂了。现

在,统编的十本语本教材中,共有文言文七十多篇。在中学十年中,学生对这些文言文

如能多读成诵,烂熟于胸,能逐字逐句地讲解,对位入座地翻译,掌握文言基础知识的

特点和规律,这样在回答问题时,知识就会起连锁反映,源源不绝地涌向笔端,凝聚纸

上,不说平时考试,就是高考也可以临阵不慌,运用自如了。

作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应该采用多种

方式让学生进行训练。命题作文、缩写和改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调整、看图作文等,

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调整,是将次序颠倒、结构混乱的词、句段加以调配整理,使其文从字顺、先后有

序的一种方法。但必须根据学其实际,由浅

^深

地进行。初中∷二年级适宜作词、句的

调整,初三、高中学生可搞较复杂的文章自然段的调整练习。

词语调整,是将-个句子的词序打乱,让学生把它整理成次序清楚的句子。这种练

习可以和语法的单句成分分析结合进行。这样可使学生既懂得怎样清理词序,又懂得从

语法角度去分析词的配搭,理解中心词与限制、修饰成分的关系。经常作这种练习,学

生遣词造句的能力就会提高9在使用词语时就会少出或不出差错。

句子调整,是把一个自然段里的若干句子打乱排列,让学生调配整理9使其顺理成

章。因文体不同,调整的方法也不同。如记叙文有顺序、倒叙和插叙3论说文有论点和

论据。只要懂得各类文章的写作特点,是不难把它调整好的。经常作这种练习,可以培

养学生思维有条理,写文章层次请楚和逻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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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作文,是让学生根据某-具体画面写文章。这种方法比较呆板,写作范围限制

得比较死。但低年级以及目前数量很大的中差班学生作这种练习,是很有效果的。教师

可挑选一幅思想性强、画面结构不太复杂的图画,先蒙住画题,让学生仔细观察画面的

内容:画中画得最突出最细致的是什么人物⒌鹪驷彤搴狎零笮卿何,璺中背景是什么,

环境怎样⋯⋯在赫崮齑馆了真泳芬析后,证阜生确走甯作内容和童点jr、拟定合乎画面实

际的题目。学生拟定的题目不一定与画面的题目-致,但主要以合乎内容为准,不必强

求形式上的一律。经常作这种练习,可以培养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逐步提

高差生的写作水平,为过渡到比较复杂的命题作文打下基础。

命题作文是传统的很有成效的作文训练方法。要提高学生命题作文的能力,教师必

须把好命题、指导、改评这三关。

题目是文章的旗帜和眼睛。它往往有概括全文、揭示中心的作用。不管出什么文体

的题目,必须合乎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学生才有写的。脱离实际的题目,学生迫

于完球任舞?就只好说馔话、瞎绵∵气了。出题范围宜小,题 目∵定要准确新颖,简单明

镣。命题的方式,可以由教师或让学生集体讨论统一命题,也可以根据题材不同角度的

要求和对材料的不同取舍,让学生自由命题。        ∷ ∷  ∷∴∷  ∷

加强作文指导是很重要的ρ教师如果随便出一个题目就撒手不筲,让学年去做,那∷

只能是徒具形式
'对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毫无益处。教师不仅要给学生指明深 山有宝

藏,更重要的要给学生指明探索宝藏的途径和方法。指导作文也是-样。教师ˉ定要让

学生懂得怎样审题,怎样立意定中心,怎样取舍剪裁,以及怎样谋篇布局、开头结尾、

过渡照应等。此外Ⅱ让学耸根据不同的要求9掌握不同趵写作方法和规律, 也是 很重

要的。        ∷  ¨    ̈ |           ∶∶冖∷Ⅱ∵∷

改、评也很重要。学生在写作过程中,∶ 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有不
ˇ

合要求甚:至不健康的东西。这就需要教师松土浇水,修枝扶植了。教师对作文的批改:∷

评讲,就犹如园丁对幼苗的精心管理。耕耘倾心血,收获硕果累△不在粥改∷讲评上下

功夫9不给学生指出这次作文好在哪里,差在哪里,为什么好,为什么差9宀只满足于作

文次数多,那是不可能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的。          ∶

近两年的语文高考没有命题作文9而是考的缩写和改写。因此,.目 前在作 文教 学

申,对缩写、改写练得比较多,相比之下,对命题作文就不那么重视,|练得较少了。这

是∵种不好的倾向。在平时的作文教学中9采用什么方式让学生进行训练,∷ 绝不能以高
'

考作文试题为标准,不能跟着那根 “最大的指挥棒”转9更不能去诱导学生猜题Ⅱf打锭

子”。出题的人在暗处
'我

们在明处,丢下作文的基本训练不管9想去走什么 “捷径
/Q9,;

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各种作文方式的基本训练9∴

才能使学生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样,不管升学考试也好,:

参加
“四化”建设也妤,学生都可以发挥他的写作才能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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