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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你阅读一则新闻，浏览一段文字后，
你会思考什么？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如何
辨别是非，如何端正价值观？你思考过吗？
或许你会问：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语文课
堂上有吗？通过相关媒体的报道，考生普遍
对今年考卷上的现代文第 !题，感觉比较
“新颖”，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学生阅读过
程中，相关思考能力的训练，尚未引起足够
重视。

原题是根据材料提供的下列 "条提高
新闻辨别能力的方法，给一则有关 #$%的
新闻做评断。其方法如下：

&'报道有无确切来源？来源是否可靠？
('报道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包含事件时

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如不完
整，原因是什么？

)'报道者提供什么证据？证据如何检验
与核实？

"'一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
其他意图？

可以说，文章提供的 "条方法，以及题
目的设计，包含材料概述能力、关键词筛选
能力、因果推断能力，引导考生从简单的浏
览文字，到思考分析文字背后的信息，并妥
善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思考过程由表
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已不再是一句无
法落实的空话。如果我们日常的阅读教学
中缺少此类思考的环节，任何所谓分析能
力、推断能力、鉴赏能力的要求，都是空中
楼阁。

如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再来看看第二
篇现代文《宁静》。文章传达出作者内心平

和，心与自然一体的感觉。其中，宁静与声
音是相对的。文中的宁静是美的，虫鸣鸟啼
等一类自然的声音也是美的。甚至猫头鹰
“阴森忧郁”的叫声，都“突显出湖面的幽
静”，变得美丽。相反，另一类的声音，如直
升机的轰鸣声、发动机变速器的喧闹声，是
作者批评的对象。工业文明的喧闹声破坏
了自然的宁静之声，也破坏了人类自身的
精神世界。所以，作者描写多种声音的意图
相当显豁，而第 &(题题干要求“分析作者
描写多种声音的意图”———除了上述内容
概括与主旨理解，似乎还有一些值得深入
分析与思考的内容。

我们不妨借用上文评断新闻的方法之
三，去看看作者提供了什么证据来证明接
受了宁静，可以获得内心平和，心与自然一

体。梳理全文发现，作者在描写宁静或声音
的句子中，频繁出现诸如“倾听”、“绷紧所
有的神经去听”，用“内心之耳去听”，“全身
心去领悟”，以及“低声细语交谈”，徒步旷
野，与人分享交流等行为，以他自身的体
会，来告诉读者接近、享受宁静的方法。笔
者认为，作者西格德·$·奥尔森不仅要告诉
我们宁静是什么，更希望我们通过其提供
的有效方法，让我们能改变什么：改变城市
的嘈杂，改变“将我们驱向精神崩溃边缘”
的现状，进而尝试着去接近宁静，体会心与
自然一体。

通过今年的两篇阅读材料，我们觉得
高考的考察目标，正从文本内容的理解，
而逐渐向思考能力、现实应用能力的考查
过渡。

! ! ! !今年上海高考语文古诗文选陆游的《镜
湖女》、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刘
晏传”，和徐幹《治学》一则。文本选择上，与
去年类似。但在题目设计上，却“别有用心”。

首先是答题思路上，不按常理出牌。
如第 &"题判断《镜湖女》的体裁。这样一
眼看似送分的题目，其实未必送分。借用
本卷中现代文阅读里的一句话来说：“常
识未必可靠”。

本题若仅从字数句数、年代角度判断

古今体诗，必然得出“近体诗”的答案。那就
错了。若我们再从近体诗对押韵、对仗要求
等方面判断，这首诗其实属于“古体诗”。而
这样的命题思路，正是去年的一种延
续———不是考查学生对于概念的死记硬
背，而是灵活运用。

其次在文本选择上，也避免打常识牌。
如谈到陆游作品，无论是初中的《诉衷情》
还是高中的《书愤》，侧重点主要在于他的
爱国思想。而本次命题人选择的《镜湖女》

是陆游“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
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钱钟书）的作品，无论如何与放翁金戈铁
马的豪放风格不相干。对于“镜湖女”这样
一个年轻美丽、活泼可爱、热爱生活的船家
女子，在第 &!题中有具体考查，即“结合作
品，对作者塑造‘镜湖女’形象加以赏析”。我
们既可以从“妆面花样红”的视觉形象，“菱
歌缥缈”的听觉角度，也可以从肖像描写，
“乱荷叶”的动作描写，尤其是“约西邻女”明

日看赛神的叙述，更可以从清丽的景色烘
托的角度进行赏析。鉴赏角度虽多，但只有
在真正读懂作品的前提下，才能尽情发挥。

而在命题形式上，也与我们之前理解
的思路不同。如文言阅读中的第 &* 题翻
译，一改往常两句 +分的惯例，以一句长句
翻译而赋 +分，这是文言大分值题的尝试。
且在选文第一句，扣分点有 ,处之多，对于
学生综合运用文言知识，全面理解文章要
求颇高。

通观试卷的古诗文阅读，是对我们头
脑中的常识反复拷问，似乎能让我们改变
一些对古诗文“死记硬背”的不良印象。但
在某些题目的设计上，如何既能考查出学
生的能力，又避免让学生掉入人为设计的
“陷阱”，尚需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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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不应缺席的思考能力
向明中学 周容

考查学生灵活运用
市西中学 张屹

现代文

古诗文

! ! ! !随着学习“奥数”的孩子越来越
多、年龄越来越小，由之引发的问题也
日益显著。许多小学生家长往往在没
弄清究竟“奥数”学什么、自己的孩子
是否适合的情况下，就盲目跟风，执意
送孩子去学，反而造成学生的困扰。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奥
数”精神？参加“奥数”训练需要具备
哪些能力？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习
“奥数”？学习“奥数”是否与“小升
初”升学有直接关系？面对如今“变
了味儿”的“奥数热”现象，如何做才

能引领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奥数”的
“本质”？

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将于今年
!月 (* 日举办首届上海市中小学
“奥数”教育论坛。我们将特邀国际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领队兼总
教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著名教
授熊斌，与全市“十大”民办及公办
初中学校的校长及校长代表，就上
述问题进行深度的探讨。
本次论坛将邀请小学四年级学

生家长（另有若干三年级学生家长

席位，视预约情况而定）共同参与讨
论，现场家长将有机会与初中名校
校长进行面对面的“零距离”交流，
看看初中名校校长们眼中的“学生
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综
合能力及创新素养。
现场席位有限，欢迎家长及时

拨打“新民晚报中小学升学指导”教
育热线小学专线预约，或关注“上海
第一升学”微信（搜索微信号：
-./0-1，或微信扫描本版的二维
码）留言。 陈大力 徐老师

! ! !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中
考方向年年在变，而每年中考的
“真题”都会成为下一年“中考命
题”的“风向标”。如何能够在“第
一时间”把握“命题”方向，及时调
整复习策略，是初二学生备战中考
的关键所在。
“新民晚报中小学升学指导”将

于 !月 (&日晚（中考语文科目考试
结束的当天晚上），专门邀请即将步

入初三冲刺学习阶段的学生，参加
“(2&"年中考语文试卷评析公益讲
座”。我们将邀请本报长年从事中考
语文命题研究工作的资深专家老
师，深度点评最新出炉的中考语文
试卷，解析今年试卷与往年的差异，
挖掘“中考命题”思路，传授应对方
法，帮助初二学生在第一时间把握
中考语文“命题”的总脉搏。
讲座免费，举办在即，名额十分

有限。欲咨询详情或预约报名，欢迎
拨打“新民晚报中小学升学指导”
教育热线初中专线，或者关注“上海
第一升学”微
信（搜索微信
号 ：-./0-1，
或微信扫描本
版的二维码）
留言。
梁老师

2014年中考语文朝考夕评
助你及时掌握命题“风向标”

如何正确应对中小学“奥数热”

首届上海市中小学
“奥数”教育论坛将于6月28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