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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文的本义应是个体的
思想表达，而非仅仅高考的最
后一道题目。”大同中学高三
语文备课组长孙雷声强调，作
文练习必须“去功利化”，提倡
学生讲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
在拉杂缠绕凑够字数。
孙雷声建议，老师应该树

立“大作文”的概念，将阅读和
作文结合起来，增强课文对作
文的示范意义。大同中学前几
年开展了语文教学改革，将教
材按照文体重新编排，形成自
己的校本教材。学校结合这套
教材，开始编写写作校本教
材，分为约 !"个主题，通过写
法指导、优秀习作评点，给学
生以启示。同时，学校将作文、
随笔、简报等练习和课本序列
同步，增强学生的文体意识。
孙雷声认为，虽然高考作文通
常考议论文写作，但是，学生
只有通过多种文体写作，才能
逐步学会如何妥帖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

学生可以注重两种材料
的积累，一是重大事件的时评，二是具
有哲学意味的经典文章，提升自己的
思考品质。孙雷声建议，遇到一些具有
思辨意味，甚至比较艰涩的文章，努力
去读懂它的过程，就是吸收先哲思想
精华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套路文章只能拿中等分数，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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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作文，必须中规
中矩，否则没法拿高分，甚至

有可能惨败？并非如此！
以“作文的功能”为主题，由市教

委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解放教育讲
坛日前在大同中学举行。与会嘉宾，多年
担任上海市高考语文阅卷中心组组长的
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研中心副主任周宏
为应试作文“正名”，他呼吁，应试作
文应该崇尚个性，有真情实感，而
且，“老师应该为孩子们说
真话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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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 套路文章太多
“开放，灵活，包容，多元。”周宏强调，这

“八字方针”是上海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也
鼓励学生从形式到内容，都拥有自己的个性。
有人认为，应试作文不能创新，不能说有个性
的真话；也有人认为，应试作文的标准，和平
时好作文的标准不同。在周宏看来，这些误解
正是由对高考作文评价标准了解不足所致。
有人觉得，高考作文只能流露健康、积极

向上的情绪，对此，周宏并不反对，但他同样
赞赏中学生能够看到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加以
评价，因为这说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成熟了，
学会批评了，但知道社会主流还在。”周宏说，

一次，一名考生用反讽的手法评价当今的社
会现实，被评为一类卷。
“希望同学们能写这样的真文，但是高考

当中这样的文章真的越来越少！”周宏指出，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套路文章太多了，直接导
致了中等分数段集中。

期待 练好说真话功力
周宏用三句话概括上海高考作文的要

求———说真话，说人话，说独特的话。但他提
醒学生，“讲真话”也有等差之分，把真话讲得
有智慧，说得有说服力，需要学生不断练习。
讲坛嘉宾，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

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希望中学生热爱现实

生活，不逃避现实，不粉饰现实，也不厌弃现
实，并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批判精神。在讲坛举
办地大同中学的校史博物馆，王旭明读到一
篇该校 #$%&届学生洪光磊的全市征文竞赛
一等奖作文。女孩在文中疾呼，“教育制度需
要改革，尤其是高中！它限制学生视野，束缚学
生思维，造成越来越多离开书本便无能为力的
畸形儿”。她期望创办一所学校，“每天上午统
一上课，下午各人追求各人的爱好”。她的这篇
文章，不仅说出同龄人心声，也成为教改导火
索。在王旭明看来，这就是真话的力量。
“作文当中不要有谎话，大话空话尽量少

有，实话真话心里话多多益善。”王旭明强调。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好作文就是要智慧地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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