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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阅读题，原作者只拿了 6 分！”家长别急，听湖南作家怎么说

语文阅读题为何会难住文章作者

其实，放眼全国，阅

读理解难住文章作者的事

早已不是新闻，即使在著

名作家那里也不例外。

知名作家周国平曾专

门出了一本书《试卷中的

周国平：对标准答案说不》，

叫板语文阅读理解题。有

一回，他自己做题，按照

标准答案只能得 69 分，比

有的考生还低。《中国青年

报》也曾刊登《我是作者，

却答不准文章的“作者原

意”》的短评，称 12 分的

题目作者也只能拿到 6 分。

2018 年，天津滨海新

区高一期末统考语文试卷

的阅读题，选了毕飞宇的

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

德”》中《大地》的片段。

考完之后，天津的中学生

们纷纷跑到毕飞宇的微博

下留言：请问毕飞宇老师，

您文章《大地》的厚重感

到底体现在哪里？

毕飞宇这样回应：“让

孩子们回答这个问题是不

合适的。所谓的厚重感，

可能是老师们的阅读感受，

要知道，孩子们的阅读能

力和感受能力与老师的差

距是巨大的，用成人的感

受去考孩子，这里头有失

公平。就说我自己，我也

是 30 岁之后才能阅读《红

楼梦》，不是我不认识《红

楼梦》里的字，是生活阅

历不够，理解不了。”

2017 年，浙江高考语

文卷阅读理解部分，选取

了青年作家巩高峰的短篇

小说《一种美味》。文章的

写作背景置于物质匮乏的

年代，描写了主人公 6 岁

时，一家人第一次喝鱼汤

的记忆。文章最后写道，

从锅里跳出来的鱼“眼里

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而

阅读理解的最后一题，正

是要求考生对“诡异的光”

进行理解。

巩高峰回复时称：“本

来是搞笑的，谁知道有这

么一出”。等巩高峰做完题

后，他则感叹：“这套题的

确有难度，特别是对‘95后’

这代孩子来说，他们完全

没有那种生活经验，也没

办法理解他们（文中人物）

的情绪。”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读书时，你对什么样的题最拿不准答案？半数以上的人会说：阅
读理解。

近日，在苏州高二年级统考中，一道摘选自湖南作家王亚的一篇
散文成为了阅读理解的题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有学生觉得题目太
难，居然在网上找到了原作者王亚来答题，没想到 20分的阅读理解题，
王亚只拿到了 6分。

于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来了：连作者本人都不能理解自己文章
的写作手法及蕴含的意义？是出题老师的问题还是孩子们太较真？

“我有近 50 篇作品被

用在各年级的考试试卷上，

因陪伴儿子读书的缘故，

遇到自己的作品我也会尝

试做题，但说实话我也很

难打到满分，按百分算我

能打到 70、80 分就算不错

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谢宗玉笑着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对于阅读考题与原作者

的创作意图不符的现象，谢

宗玉同样觉得这很正常。“考

题与作者写作时要表达的意

图是否相符，这并不是很重

要。因为作者的创作意图，

也会传递给读者不同的感

受，如果说作者就掌握百分

之百的真理也未必见得。”

谢宗玉认为，学校的阅

读理解题，是由主观及客观

题组成的，是情商逻辑与智

商逻辑的统一。所以他一直

觉得阅读理解题的标准答案

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题在逻

辑、情感、思想和意义上是

王亚：我考自己的作品拿不到高分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考试有考

试的语言系统，作家不一定

就掌握了这套语言系统，所

以不一定能拿高分。”1 月

21日，王亚这样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王亚，湖南作家，就职

于株洲教育局的她，多年前

也是学校的语文老师。

此回王亚突然被自己写

的作品难住一事，迅速成为

了网上的热点新闻。不少被

这道阅读理解题难倒的考

生，似乎更有理由直指当地

教育部门给出的“‘标准答案’

太难，让人完全想不到”。

而对于王亚来说，这几

天遭遇的事，可能她也完全

想不到。

被苏州市教育局一工作

人员证实了的试卷显示，这

道现代文阅读理解题是一篇

题为《清明》的文章，体裁

谢宗玉：40 余篇作品上试卷，自己也难拿满分

类型为散文，摘自于王亚 2016

年出版的散文集《声色记——最

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

考试结束后不久，有考生在

微博上找到了王亚，并邀请她来

答题。第二天，王亚在株洲市二

中校长的建议下，跟该校学生一

起做了这道题目，“没想到标准

答案出来后，20 分的题目，我仅

仅拿了6 分。”

但是，同样让记者想不到的

是，对于考自己的作品拿不到满

分，王亚却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作家写出文章，读者在

文本基础上完成阅读上的再创

造，方能使之成为作品。读者众

多，对文本的解读，也不可能与

作家完全吻合，出题老师也是如

此。所以出题老师跟文章作者本

人意图有出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同时，王亚还强调：“苏州这

道阅读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很不错

了，没有进行生硬地曲解，而是按

语文阅读的答题体系进行了比较

周到的分析。”在王亚看来，“考试

就需要有考试的语言体系，有统一

的评分标准，这恐怕是在目前的

情况下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希

望大家也不要去苛责出题人。”

王亚的这一番言论，或许会

让一些质疑出题老师的网友和家

长有些失望，但是，作为作家，

持相似观点的远不止她一人。

不是和作者本人特别契合也并没

太大关系。

“因为是考试，所以需要一

个标准答案。但是作为阅读理解，

我们就很难把握标准答案。因

为阅读学的不是标准，学生也不

能为了考分去背标准答案。而是

要培养面对类似考题时的思考方

向及思考能力。”

面对此次原作者考出 6 分

而引发大讨论的网络热点事件，

谢宗玉的看法很有意思：“学生

们能对一道考题进行不同角度

的讨论，这本身就是在阅读上

的进步。”

在谢宗玉看来，阅读理解没

有固定的答案或许才是固定的答

案。“毕竟我们所培养的不是一

个模子里刻出来而无创新意识的

人才。原作者拥有自己的想法，

出题人拥有自己的见解，而学生

也拥有自己的看法，阅读不是一

锤定音，百花齐放才最美。”

至于网友们对于阅读理解考

题的“不理解”，谢宗玉也有过

体会：“就像我写的《冬天里的

一把火》这篇文章，早前就在

两个不同地区用在了中考和高

考预测卷上。当时，我发现作

为中考题，出题甚至比高考题

还难，而且两组题目中还有相

矛盾的地方。”面对这样的情况，

谢宗玉也是觉得无奈。“作为原

作者，其实我也建议老师出题

时，最好是能由语文组先进行

集体分析，更负责任一点的做

法，老师甚至可以在出题前找

原作者交流，根据这两方意见

再出题，就会更合理了。”

“不要把日常阅读和考试阅读混为一谈”
虽然说，文学鉴赏和

语文考试结合得不是特别

紧密，但是又有着分不开

的关系。王亚提到“文学

鉴赏中有种说法，就是一

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所以包括曹禺先

生写出《雷雨》之后，也

有读者问他立意是什么，

他也说，每个人心中都有

每个人的《雷雨》。诚然，

由于时代、阅历、处境、

文学素养等不同，文章作

者与读者必然有理解上的

差异。这其实就是“一千

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的原因。可是，语

文教学中阅读理解题的标

准答案如果与文章作者的

意图不同，标准答案比作

者本人具有绝对权威的解

释权，将会把唯一的“哈

姆雷特”强加到所有学生

头上，让学生绝对认同这

唯一的“阅读理解”——

这样的标准答案，乃至这

样刻板的语文教学，自然

就有问题了。

作为父母，王亚与谢

宗玉对于孩子的阅读能力

的培养都特别重视。“多

读”，是这两位作家家长不

约而同给出的首要建议。

“做一份阅读试题，不如看

3 份作品。孩子读得多看

得多，其逻辑思维能力自

然就会有提升。”谢宗玉说。

提到阅读益处，一些

家长总希望孩子读了一本

书后能立竿见影，马上对

写作有帮助，甚至把日常

阅读和考试的阅读题混为

一谈。两位作家家长都希

望大家不要这么功利。就

如每次送给孩子一本书都

要让他写读后感，写长长

的摘录，这是很伤孩子的

阅读积极性的。就像我们

小时候去春游，本来很

好玩的事却要强加一个条

件——写一篇作文，这不

是让人兴致打折了吗？不

要用这样的功利破坏了孩

子的阅读兴致。

关于阅读，王亚还会

根据自己以往的读书感受，

每年推荐自己觉得不错的

书给孩子，“有益的书和有

趣的书相结合，让孩子也

有自己的爱好选择，多读

之后孩子的阅读能力自然

也就提升了。”

原来这么多作家被自己的作品难住了

扫一扫，
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