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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一门中学阶段主要的基础科目，关于该门课

程的全国统考（高考）牵动着中国无数考生的“神经”。因此，

要对英语高考题型进行精准的“外科手术”，就得从中国

考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出发，在出题者和一线教

学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出一份既详尽又能充分反映中

国中学生基本英语水平的高考试卷尤显迫切。

从原先只单纯考察考生针对中学阶段已学的语法知识

和词汇知识所设计的四选一题型转变为语法知识填空题。

该测试题型的变化究其目的就是要求考生在篇章的基础上

理解原文的语法规则和组词造句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原先四选一答题的偶然性。这也体现了新阶段中国高

中英语教学的基本方向的转变。另一个大分值题型是压轴

的英语写作题，从原先的 30分英语应用文写作扩容至两篇

作文，其中第一篇仍保留原应用文写作体裁，而增加的第

二篇写作测试为读后续写或概要写作，两篇写作总分高达

40分。其中第二篇写作满分为 25分。可见，考生如果写作

分数不理想将直接影响其总成绩。同时也说明了此新题意

图就是让考生输出有效的外语语言学习成果而不是死记硬

背一些既定语言规则。单凭此变化，加强写作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也是能真正有效区分英语水平高低的“标尺”。

虽然英语新高考题型的出现让那些希望改革目前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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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中国中学外语教学界的一线教师和专家看到了新的

希望，但是由于题源质量和本身出题者的水平所限，造成了

语法填空题和写作题给分的争议从未间断。尤其是写作题，

虽有 5挡的文字性要求，鉴于阅卷时间和批卷的强度，阅卷

者不可能对于考生在现场写作的文章有比较深刻的认知，从

而考生习作中的一些瑕疵要么被无故放大或要么被有意忽

视，最后导致这部分的阅卷分极不稳定。曾经有一年浙江省

高考因为英语试题的卷面分普遍过低，当时的考试主管领导

擅自赋分，结果造成了相当不良社会观感。所以依靠写作来

区分考生的英语应试能力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课题。在今后

的写作测试过程中，希望出现更科学、更权威的计分方式。

另一方面，语法填空题的设计缺陷也无法幸免。比如一些空

格处没有提供任何提示词的小题其实是需用虚词来填写，不

过一些虚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区别并不明显，从而造成多个可

能的答案，这给判分者带来了难言的困惑。幸好，出题者已

关注到以上新问题，新题型语法填空题的答案唯一性正在不

断地被凸显。

新高考试卷中的阅读理解和完型填空题仍保留原有的

出题风格，但解题的思路却有了巨大的改变。就三篇共计

25分值的阅读理解题而言，跟以往题源一样大都来自英美

国家主流报刊原文，出题者针对其中的一些艰涩或超纲词

汇，做了相应的调整使之达到考试大纲规定的词汇要求之

内。由于高考阅读文章的生词量控制在 3%~5%，因而绝大

部分阅读内容不会过难。但是每篇文章后面所提供的四个选

项和问题的设计在原文中不易被发现，需在相关段落中定位

后再加归纳、总结等应试技巧，这就给部分考生带来阅读应

试压力。因而针对高考阅读理解题，教师需在平时课堂上强

化学生阅读做题并提供有效的解题思路。同时，完型填空题

的出题设计跟以往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每一小题的四个选项

其实不在乎于选项间的意思或用法上的辨析，而是在于结合

该处选项的上下文意思，进行“瞻前顾后”的选择，所以对

于篇章的理解是这部分阅读考核的重点。

一线英语教师普遍认为新高考题型，给她们带来了新

的教学改革动力。从以往只注重语法和词汇教学转而给学生

灌输语篇整体认知等方面教学。她们始终认为作为“指挥棒”

的高考试题将倒逼她们的“教师主导”课堂向提倡学生的自

主学习课堂转变，那些不善于自主学习和缺乏自我约束力的

学生将在新高考的测试中落伍掉队。所以教师有责任也有义

务把这些“后进”的学生提升上来，教育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就是通过考试做最终的决选。但是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漫长

的阶段，学习生涯只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有教师

和考试的“作伴”足可以成为这些人将来人生的无形“资产”。

要改变以往“死记硬背”的外语学习习惯，考生需通

过大量的课后阅读和课内的针对性写作训练，才能把英语语

言知识融会贯通，利用不同的题型探索到考题的出题方向和

考核要点，若能自主地归纳整理出系统性的应试要点，就可

把英语语言知识学得灵活、学得到位，同时也能做到学得自

如。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把课本知识学透、学深，就能自

如面对新问题和新题型。高考新题型的出现就是要让学生体

会到学好英语是靠“本能”去领悟而不是靠一时的“死记硬

背”，只要明白考的“理”，就会学得“透”，答案找得准。

英语高考新题型的出台已有数年之久，国内大部分高

考生已习惯于此。从考试结果来看，浙江地区考生的英语成

绩与以往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整体变化幅度不

大。高分人数极少，低分人数也不多。所以新高考英语成绩

呈现的是“纺锤体”样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出题者的

意图。但是作为一线的外语教学人员，我们感觉新题型带给

课堂更大的变化就是要多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阅读速度以

及阅读的正确率，这对考试提分是至关重要的。据了解，有

不少中学英语教师把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分析语法和

词汇方面，在写作和阅读等方面的指导时间反而不太占优。

这就造成了学与考的矛盾。因此有人 [1]（蔡晓珺，2020）提

出课堂转型的可能性；有人 [2]（冯林娟，2018）就高考英语

写作新题型，提出了要从教学效果出发，运用新型教学理念

提升学生对英语写作的认识；有人 [3]（南红，2021）从情感

流露出发探讨高考写作新尝试；也有人 [4]（程树叶，2020）

提出所谓“自上而下”的范文品读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

平。不管人们的认知是如何的转变，仅凭一份试卷终究难以

全面性地考核多样化课堂教学的结果和各级学生的学习成

果。要想从根本上让考试接上一线师生的“地气”，就得研

究考生本人，而不是把大量精力花在题型调整，更不是把国

外的原文英文阅读资料一字不落地引用过来（这里不应有版

权的争议）。要想全面地做到出题的合理性与日常教学的紧

密相连，笔者有以下建议：

①高考出题者的组成成员应是来自基层最为资深的一

线教学人员，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一线考生的实际学习情

况和真实水平。毕竟高考主体生是高三学生，没有这些考生

的施教者参与的高考将是不完整的。当然一些高校资深教授

的最终裁决更显必要。众所周知，高考出口就是为高校选拔

优秀人才，所以要把这两种高考拟题者关联起来，协同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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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多考生提供最优化的试题。

②高考英语试题母体的选取原则：要做到几个“多样

化”。一是原文体裁要多样化，比如除了选用那些优美的描

写文和记叙文外，还可适度增加科普类阅读文章；不仅要吸

纳一些英美优秀文学作品，戏剧体裁文章也应插入其中。多

样化的阅读材料有助于提高考生的外语接收和接受能力；二

是要让学生多练各种文体写作。除了平时常见话题的议论文

和应用文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写一些与校园生活相关的应用

文或记叙文，当然对于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鼓励他们写

加大篇幅的英语议论文以便他们将来参加大学阶段的四六

级写作夯实基础。

③课堂教学和试题选取的原文要体现育人的功能。目

前高考英语试题中的阅读文章或多或少体现了育人的内涵。

所以教师有必要在日常外语教学活动中为学生塑造“立德树

人”的育人目的。在传递西方优秀的文化和知识的同时，也

要提高学生针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认同感。所谓“洋为中用”

仍未过时。

④教师要善于把外语教学能力和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

融为一体。一般而言，学生在课内学到的直接知识很难在高

考试题中“立现”。但是无论高考还是其它统考题，都有一

个共同的命题特点，那就是让课内所学的知识需重新组合并

加以融合就可成为高考试题的答题主线索。所以教师要善于

把课内的语言知识内化为高考考点知识。从某种意义上看，

教师是引领学生 /考生走向成功高考的“引路人”和“授

渔者”。

新高考题型的实施已有年头，关于它的成败讨论将会

在学界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考试的目的就在于检测的同时也

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无论题型如何变化，也无论答题要求

如何异动，作为学习者和应试者均需具备基本的学习和应试

能力。新时期的英语测试将会迎来连绵不断的改变和调整，

高考作为检测中国中学义务教育最后阶段的“试金石”，形

成动态化的测试题型将成为今后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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