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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阅读规律，辅以命题技术 
——由一组文学文本试题命制说开去 

徐丹 

(衢州市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菱湖校区  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本文从《卷心菜的诞生》文本选择、试题设置特点等维度，试图梳理出文学作品命题理念：尊重文学作品阅读的心理特

征，遵循了文学作品阅读的基本路径，还体现了文学阅读的思维特征；同时辅以匹配的命题技术，让文学作品阅读评价更科学、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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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 2020 年八年级统测卷文学类文本语料来自尼加拉瓜作

家鲁文·达里奥的《卷心菜的诞生》。全文不到 400 字。是一篇带

有寓言性质的虚构性文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篇文本，是基于课标

要求、教材要求以及文本本身特点三个方面原因： 

1. 课标要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第

四学段（二）阅读第 6 点明确提出“能够区分写实作品与虚构作品，

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 

2. 教材要求。八下统编教材阅读选文涉及现代作品主要有

文学作品：小说、信天游、散文；非文学作品：演讲辞、游记、说

明性文章；古代散文（“记”“说”等文体）等，考虑到试卷总体分

布，非文学作品考查了演讲词，文言文考查了游记，小作文考查了

说明性语言，大作文考查了倡议书、演讲词。加上统编教材各册之

间的内在关联，七年级主要是通识性阅读方法；八、九年级主要是

不同文体文类阅读方法，八年级主要是散文、新闻、演讲，九年级

主要是小说、议论性文章、新闻、演讲、现代诗、戏剧等等，考虑

到八年级承上启下的功能，《卷心菜的诞生》兼具寓言、小说，语

言上又有散文以及诗的特点，所以在八下学习情况调研卷里选择了

这篇虚构性文本《卷心菜的诞生》。 

3.文本本身特点。《卷心菜的诞生》是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虚构

性文本。初读很有趣味，很生动，结局也出人意料，有戏剧性；但

是细读、品味，会发现这篇短文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有非常典

型的文学作品特点：独特、极强的美感功能、独特的行文形式和语

言风格。具体来说文本中形象丰富，且带有隐喻，言简义丰，可以

是对自我的认知，可以是对有用、无用的思考。命题点非常多。八

年级学生陆续阅读完了《苏菲的世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平凡

的世界》《名人传》，具有了一定的思辨性，这篇文本不说教，比较

符合八年级学生心理特点，初中生阅读起来应该有本能的亲切感，

虽然命题点多，但是如果命题不加以引导，这种亲切感在做题的时

候会沦为陌生感和无措感，如何贴着学生的感受，调动他们的生活

体验，走进文本是我们命题时首先考虑的。 

附文本： 

 
（二）试题考查点与匹配命题技术 

附题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第四学段目标中的关

键词：品味、体验、感悟；作品 

内涵、情境形象、表现力语言。从《课标》对文学作品阅读目

标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文学阅读的本质就是：依靠原有的知识和经

验，把阅读材料加以“内化”，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心理过程。 

五道题目的命制始终紧扣课标中的阅读目标“品味、体验、感

悟；形象、语言、内涵”，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在“体验”“领悟”“品

味”的过程中，与文本、作者进行心灵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把阅读

材料加以“内化”，实现主客观统一。 

具体而言： 

第 1 题由文本语言进入，切口小；但是不止于文本语言品析，

而是要求学生将抽象的文字还原为具体感性的形象，“揣摩人物心

理”。同时供选择的三组句子分别涉及玫瑰、魔鬼、上帝三个核心

形象，学生在比较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将抽象的文字还原为具体感性

的形象，还需要将各自孤立的场景、人物、细节等局部，整合成有

机统一的画面。匹配的命题技术是让学生进行角色（玫瑰、上帝、

魔鬼）代入。 

第 2 题考查文本形象，但是在考查文本形象的基础上又推进了

一步，表面是形象，实际上暗含主题，由文本形象向文本主题过渡，

“文中的玫瑰或者魔鬼让你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什么人”要求学生

领悟形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匹配的命题技术是联结、勾

连，由文学阅读体验和生活经历（阅历）进行勾连，只要学生能够

勾连得对，两者之间能阐述清楚，就表明学生理解了。 

第 3 题从角色称呼的改变切入，引导学生思考形象与主题之间

的关系。匹配的命题技术是替换文学形象来对比。对比是技术。传

统命题技术也会进行替换，比如：考查能否替换小说的结尾；传统

品味语言时，通常方法是对一个句子“增、删、调、改”，本题是

将整篇文章进行“增、删、调、改”。 

第 4 题考查文本内涵的理解，指向主题反思，引导学生走向文

本深处。命题技术从形象切入，思考“为什么”，指向主题理解。 

第 5 题由文本提炼出话题“有用”“无用”话题，引导学生勾

连《苏菲的世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平凡的世界》《名人传》

阅读积累（经验），开展个性的、带有思辨性的思考，引导学生走

向文本广处。匹配的命题技术是提炼话题，勾连名著，由文本内向

文本外拓展。 

五道题目的考查点与匹配的命题技术如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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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题目考查点及匹配的命题技术    

题目 考查点 命题技术 

1.借助旁批的提示，细读画线的句子，选择一组

比较语气，揣摩人物心理。 

 

文本语言 

品读人物说话语气，揣摩心理 

旁批搭支架，给思考路径； 

角色代入（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唤起阅

读体验 

2.文中的玫瑰或者魔鬼让你联想到现实生活中

的什么人？为什么？ 

文本形象 

联系生活，阐述理由 

文本阅读感受与生活体验联结 

3.其他版本将“魔鬼”这个词换成了“智者”，

角色称呼的改变让故事的意味发生了什么变

化？ 

文本形象、文本主题 

角色定义中探究主题 

增删替换； 

对比 

 

4.是谁把玫瑰变成了卷芯菜呢？请阐述你的观

点和理由。 

文本主题 

探究原因 

从形象切入，思考“为什么”，指向主题

理解 

5.请联系下列某部名著，对“有用”与“无用”

这个话题，谈谈你的理解。 

 

结合名著，探讨文本中的话题 

提炼话题：“有用”“无用”； 

由文本内向文本外拓展； 

勾连名著 

总的来说，《卷心菜的诞生》这组试题依文设题，形成题组。

具体来说：1.尊重文学作品阅读的心理特征，命题时调动学生的情

感体验，从学生的体验、感受出发，调动他们的联想、想象尊重学

生的个性化理解（多元解读）。2.遵循文学作品阅读的基本路径：“入

其中，出其外”。命题时用题组体现阅读过程：感受——领悟——

拓展。3.体现文学作品阅读的思维特征。命题时题目之间形成层递

式思维过程：理解（分析、揣摩）——类比、联想——分析——反

思、评价——拓展、探究。 

当然这组试题命制的不足也客观存在。比如文学作品主题的开

放性如何进行评价，我们还需要不断进行思考。比如：第 4 题也许

答案还可以做些调整，不仅允许多种解答，并且只要自圆其说就给

满分。当然我们也思考了一下，答案不变，题目的指向性改得更鲜

明些，比如：玫瑰最后变成了卷心菜，责任在谁？请阐述你的理由。

再比如：有些老师可能会对第 5 题答案产生疑问，认为答案应该多

元。虽然答案的确应该多元，但是思维层级还是有高低，分层赋分

的意义就是区分出思维层级的高低，所以我们坚持以分数高低来适

度体现思维层级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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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视度不够，导致教学过程当中引导不足学生

仅仅指一味的追求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没有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深刻的反思，得到思想观念上的收获。 

思政课是一门具有较高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在引领学生精神成

长的过程当中，也关注思想的提升，引导学生自我意识健康发展的

基础上，更注重激发学生的精神发育，促使学生在成长过程当中长

出道德的力量，符合我国社会性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进行思政课教

学过程当中，不能靠老师苦口婆心的对知识进行说教，而是需要采

用精神的力量，生活的态度和人生价值等方式传递给学生一种信

念、不懈的追求与正确的价值。 

2 采取润物无声的教学方式 

中学生正处于从幼稚到成熟，模仿到独立的高速发展阶段，在

中学阶段也是养成性格和塑造品质的一个关键时期，学生在这一时

期会形成一定的理想信念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

学生重要的思想形成和人生发展阶段中，教师在上思政课时一定要

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作为备课的重要依据，课堂中

采取春风化雨、因材施教、润物无声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以生

动有趣的语言和课堂氛围滋润学生的心灵，努力将思想政治课程从

有意义变为让学生喜欢的有意思。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重视学生思想健康和个体生命成长，将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结合教材内容设

置的不同栏目合理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教学过程当中可以

合理的使用运用你的经验，这一经典栏目，这个栏目是每个教学篇

章的开始部分，它是一个教学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当中体会个体生命的感受，强调以学生为本的重要教学理念。

此外，教师也要努力的将社会和实际生活中的间接经验总结成具体

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通过创设情境和组织活动的方式，让学生直

观地参与到实际范例当中，从而变成学生的直接经验，让学生在课

堂当中亲身体验经历，反思和认同。 

教师要将学生的个体生命成长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对象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教学要素，首先是要让每一个学生亲身参与到实际的

教学过程当中。其次就是教师要在教学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

用，积极主动的在教学过程当中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真实

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真正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而实现道德与法治

课程教学的真正价值。最后就是教学一定要基于实际的社会生活真

实情境要以真实的故事作为背景和依托，才能够让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得到真实的认同感。 

结论：综上所述，新时期下要更好的开展一节思政课，就需要

坚持明确的政治态度和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将教材

与关注学生个体生命成长进行有机结合，更好的上好每一堂道德与

法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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