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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 148分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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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2013 年北京市语文高考状元孙婧妍所写，孙同学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述了她

是如何学习语文的，道出了语文学习的真谛。其中的好多观点是值得家长以及想学好

语文、提高语文素养的学生好好了解的。当然，分数，尤其是高考分数确实是一个人

人生的一个助力。不过，希望大家在阅读时重点感受“语文素养”的养成过程，毕竟，分

数不代表一切，而语文学习能力、语文素养的培养才是重中之重。分数高的人，语文

素养不一定好，而有着相当语文素养的学生，试卷分数一定不会差。请家长们好好地、

有耐心地看完此文，一定会对您助力孩子学习语文有所启发，您也可以把它推荐给您

的孩子，让孩子系统直白地了解一下——怎样学好语文！】 

 

 一、开篇：语文从来是一个有关素养、无关应试的学科 

    我高考语文考了 148分的消息传开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所有学

弟学妹、亲戚朋友的问话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很爱读书”，也不是“你

是不是很爱写作”，而是，“你是不是做了很多题”。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很诧异，因为在我心中，语文从来是一个有关素养、无关

应试的学科。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似乎在我们的教育中，任何学科只要和考试扯上关系，那

么它往往就会走向应试；而对于这个学科的佼佼者，人们普遍的第一反应也不是他有

天赋或者他有素养，而是他一定做了异常多的题目、接受了异常多的训练。拿语文来

说，在应试观念的影响下，很少有人会去注意语文这个学科本身的宏大、它内在的韵

律与美感。大家在注意什么呢？分数——或者说，能拿到分数的方法。 

    对这种观念，我感到难过且可惜，因为我热爱语言、热爱文学，我希望更多的

人能去注意到中文的博大精深与多姿多彩，而不是戴着功利眼镜去审视它。“花同样的

时间去练习的话，语基和作文提高不了几分，但数学我可以多做出一道题”，这样功利

的想法扼杀了多少发现语文之美的机会，也因而使世界失去了多少潜在的国学、语言、

文学大师，我不愿、不敢去想。 

    当然，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分数与素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是一种单方

向的关系。分数高的人，他的素养不一定好，他只是掌握了特定某种类型的试卷需要

的东西，而那类试卷之外，或许他是空白的；而有着相当语文素养的学生，他的试卷

分数一定不会差，因为他有着足够的积累，那些积累足够他挥洒任意一张试卷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c149a20102ebog.html
http://blog.sina.com.cn/u/1556171170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ea532dd00102vl6a&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1Hjxd0gy6J0qobAva84


 

 

    也就是说，如果要选择一个作为教育目标的话，那么，我认为培养高素养的学

生比培养高分数的学生更重要。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未来还是学校的教学目标，素养永

远比单纯的分数要可靠得多。 

    说了很多话，还没有说到我理解中的素养。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其实一个学

生有没有语文素养是很难看出来的。试卷有着固定的标准答案，一个凭死记硬背做出

题的学生和凭自己发挥做出题的学生，在答案中是看不出来的，结果只是大家都拿了

满分而已。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我会觉得他是有语文素养呢？ 

    这就要回到开篇的两个问题：读书和写作。我认为一个有语文素养的学生，应

该是会读书、会写作的学生。 

二、关于读书：一本好书至少值得阅读两到三遍 

    阅读，应当是人最早的本能动作之一。阅读始于识字之初，甚至是识字之前，

每个人在孩提时期都有指着街上的广告、商铺招牌一字字认读的经历，这就是阅读的

雏形。而随着人渐渐长大，他认字的水平越来越高，已经开始不满足于正确地读出一

个字时的成就感，而开始对阅读的内容产生好奇时，他就要开始读书。 

    所有学生都是读书的，而语文素养的区分，在于读什么、怎么读、能不能坚持。 

    一个有素养的学生能够区分出一本书的时效。一本言情小说、一本参考书、一

本名著，都是人类智力与体力的凝结，去读他们也都可以称为读书。一个有素养的学

生应该能够区分出三者的区别：言情小说或许能够给人一时的愉悦，看过以后却什么

都不会留在记忆里；参考书对升学固然有用，然而高考后也会迅速地被忘诸脑后；经

典名著给人的教育则是永恒的、无法磨灭的，通过阅读名著得来的思考与精神洗礼，

很可能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如果能够清楚地分辨这些书籍的时效，那么我相信，每个

人都能够做出选择。 

    在选择了正确的书后，阅读方法就成为了素养的又一标志。再好的书如果只是

利用挤公交的时间哗啦啦翻过去，那么从这本书中汲取的养分必然将会微少得近乎无。

至少就我的阅读体验来看，一本好书至少值得阅读两到三遍：第一遍略读以满足自己

的阅读兴趣并了解书的内容与结构，第二遍精读以摘抄、把握整本书的布局以及其中

一些巧妙的铺垫与伏笔，如果还能再读一遍，我就会抽时间写一些类似专题研究的心

得，比如对整本书思想的一个探讨，或者对书中某种表达的质疑。我认为，只有当你

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品味、去研究、去思考甚至去质疑书本时，它于你才算得上有意义。 

    除了阅读方法外，读书应当是一件精细而持续的事情。与填鸭般在假日里一天

读十本书相比，培养细水长流的读书习惯无疑更为重要。读书的目的不在快、不在多，

而在于从书中汲取营养，在于通过整个阅读过程修养一颗宁静而富有感知力的心灵。

我从在小学学会选择正确的书开始，阅读的动作在十年里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我读

名着、读国学经典、读诗歌、读历史、读哲学文学的理论、读时事。如果没有纸质书

就用电脑、手机，每天短则二十分钟，长则十余个小时。在高考前的那个学期，为了

保持语文学科的感觉，每天我至少要抽出一个小时来读书，教室后面的窗台堆满了我

带到学校的各类书籍，有时候抽出一本会造成大规模的坍塌，尼采压在泉镜花上，紫

式部淹没在赫胥黎、刘勰和纪伯伦里。 



 

 

    阅读实在是一个太有益的习惯，即使是抱着功利的目的，如果能因此潜下心去

读书，也是大大的好事情。读书多了，就会培养出语感。语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你叫一个有语感的人去做卷子，他或许并不能清楚地告诉你那些字词的正确读音与写

法，也没法给你讲出来阅读题的答案为什么该是这个，因为他做题目凭借的不是系统

的训练与大量题目的积累，他没有那种足以归纳成经验的东西。但是，他一定能做出

最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语感。 

    为什么说读书能够培养语感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本经典都是时间沉淀

下来的精华，它之中的字词语句都是最为准确、最为质量上乘的。当一个人见多了经

典、熟悉了经典中语言的运用方式，他再回过头去做题时，很容易便可在密密麻麻的

试卷上找到正确的东西，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阅读着那种语言的“正确”。学英文我们

讲究读原著，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比读书更能培养语感，没有什么比语感更能保

证分数，这就是阅读最为显性的益处。 

三、关于写作：阅读为写作提供了模仿的条件 

    说完阅读，接下来必然是写作。阅读与写作简直是玻璃的两面，无论你看着哪

一面，都意味着你也正在凝视另一面。我喜欢写作也擅长写作，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

来讲，这个版块我都很有得写。 

    对于高中写作，也就是以应试为目的的作文，我的建议只有六个字：多读、多

仿、多写。 

    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上来看，读书多的人绝大部分是会写作的人，而一个能写

出很好的作品的人更不可能不爱读书。这只因在看了足够数量的文化精品后，哪怕只

是东家模仿一点、西家拼凑一点、再加上一点点自己的领悟与润色，最后拿出来的成

品，也足以令许多人拍案叫好。 

    我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引用多。高三下学期语文老师的女儿为我们班的期中作文

写点评，她数了我 54分的作文里引例的数量，有接近二十个，有直接引用也有化用。

这些引例都是平时我从阅读中积累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字的篇幅中我每写

五六十个字就会用到我的阅读成果。 

    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篇作文里同样是大量引用，有的人的作文会

被评价为“丰富”，有的人则是“杂乱”、“堆砌”。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对作文中所引用的

内容理解程度的差异造成的。同样的东西，有的人是在阅读中看来、研究并思考过的，

有的人是从类似《高中生议论文论点论据大全》中看来的；前者是深入理解，后者则

只得了个皮毛。 

    比方说，同样引用尼采，有的人写“尼采，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教会我一种高贵

的精神”；而有的人直接引用他的作品《苏鲁支语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道：

“‘太阳！若无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光辉为何？’，由是开始了苏鲁支的堕落，亦开始了

尼采在这世间无止境的追求。他像苏鲁支一样为世界奉献着他的热爱与智慧，也像苏

鲁支一样不断经受着世俗的冷笑与中伤。尼采，这个‘疯子’、这个智者，从来没有放弃，

也没有停止过他的追寻。” 

    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阅读对于写作而言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提供模仿的条件。 



 

 

    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正是始于阅读中的模仿，不管是何种作家，只要我觉得好，

我就会按他的风格仿写。小学时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在我的作文中学习一些冰心儿童文

学奖获奖者的风格，后来读的书更多也更杂，我能记起来自己模仿过的作家有鲁迅、

夏目漱石、郭敬明、村上春树、钱钟书、杜拉斯、三毛……还有一些恐怕是忘记了。我

还自己写古典诗词，甚至模仿司马迁为自己写了一篇文言文小传。 

    在模仿这些的个性鲜明的作家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我是怎

么发现这一点的呢？这得归功于我的癖好，那就是写了点什么就想给人看。以前看过

我写的东西，大家看完后会说“这次是模仿 XX的吧”，后来，他们的评价逐渐转向了文

字本身，直到某天我惊觉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对我说过我是在模仿某某作家。最

后，一本文集里如果有我的作品，大家会说“一看就是孙婧妍写的”；我的作文混在一

堆作文中装订起来，老师会知道那是我（这个也有可能是字太乱才认出来的）；我在

网上发些文章，评论里会有很多说我写的东西有风格。 

    到这时我就知道，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了，我在从模仿走向创作。写东西

写得好，与其说是天赋，倒不如说是熟能生巧，就像做饭、洗衣服、开车一样。我现

在写文章很少构思或查证，笔到文来，半小时之内在电脑上完成千来字的短文对今天

的我来说根本不叫事。但这背后呢，是我从初中起每天不间断的练笔。初一是每天当

作业似的逼出三五百字，到后来越来越喜欢，课间也写、午休也写、回宿舍也写、上

课都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写，每天能写一两千字，假期还能翻好几倍。这些练笔大多没

有特定内容，写完了我也不回看，大部分都直接进了垃圾桶，就是为了保持一个手感。

越来越多的人找我写东西，给网站啊、给学生办的杂志啊、给校刊啊，我很少拒绝，

因为反正写什么我都喜欢。 

    春蕾杯一等奖？高考满分作文？登报登刊？都是这么一点点练出来的。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作文而言，要学会自我分析。我不会写那种标准的议论文，

但高考作文写议论文会比较稳妥，怎么办？我分析自己写东西的习惯，我不擅长说理，

结构不够简明，但我的文笔好，同时有着丰富的阅读积累。最后我找到一条适合自己

的路，就是文言议论文或者议论性散文。文体里没有这两个分类，我是自己创造了这

两个词。这两类文章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语文功底去掩盖我理性思维的

不足。 

    作文是很灵活的东西，当判卷人看到你能用文言文不出错地写一千多字、或者

你的语言像诗歌和散文一样漂亮时，他对议论本身的标准就会有所放松。作文考的归

根结底是文学水平而不是议论水平，换言之只要你能体现出你的水平高，实在不必太

拘泥于文体与所谓的标准。高考前我拿着自己高三下学期的作文看，二十多篇教师打

过分的作文中我拿到 50 分以上的至少有二十篇，其中有一篇满分，还有不少 55 分、

58分。这就是我说的一切最好的证明。 

  

四、关于老师：忘掉分数学习语文，高分必然跑不了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从小学起读中文、当作家的理想就没变过。现在我拿着读

经管的高考分数到清华读中文，是为这里曾有我崇拜的作家与国学大师，是为我的理

想。而我这么多年能坚持着这样的理想没有放弃，我要感谢我在十一学校就读的六年

中教过我的四位语文老师。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喜欢语文的学生的幸

运，而从头到尾都由这些老师教导，我只能说，我没法再奢望更大的福气。 

    这些老师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是仅仅是分数。 



 

 

    小学毕竟已经太遥远，要说我在语文上的启蒙老师，当属我初中时教我的王丽

老师。我是怎么养成练笔的习惯的呢？就是始于王老师“每天随便写三百字”的作业。

那时的我有着一切那个年龄自诩热爱文学的小屁孩的缺点：目中无人、尖锐刻薄、孤

芳自赏，喜欢无病呻吟地感伤。前几天我收拾屋子时找出了那时的随笔本，我看着里

面一个个的“忧伤”、一句句的“我突然觉得我和同龄的孩子好遥远”，我都想掐死我自

己。但王老师没有，她不但没有“掐死”我，还每次都认认真真地给我经常超出规定长

度好几倍的随笔划线、写评语，她也会反对我的观点，有时还和我辩论。她是真的把

我当成一个试图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学生，在我的随笔本上与我交流。 

    王老师说，我是有写作天赋的学生。她能够透过我那些乱七八糟的悲秋伤春，

看到我在写作上的可能性，她对我的这种了解与信任让我最为感激。同样，王老师也

看出了我在语文课上的心不在焉，于是她允许我离开教室，去到阅览室去读《史记》、

读各种我能找到的名著。王老师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什么叫语文素养的老师，我作为她

的学生经常不交作业、不听课，有时还考不好，但她对我的信心是从始至终的。 

    在四年制高一时，教我的老师换成了姚源源老师。那时我正处在一个彷徨的时

期，刚开学我的成绩不像初中时那么拔尖了，因为我的数学和物理太过一塌糊涂。我

怀疑自己，甚至开始不信任自己一贯擅长的语文和英语学科，我在每天写给自己的随

笔中写了大量语气强烈的自我批评与质疑。 

    那时留做作业的作文里，可能有逃避现实的潜意识因素吧，我写了很多虚构的

小说和相当意识流的抽象文章，我能感受到最开始姚老师并不是很能理解我的作文。

但她没有否定我的写法、勒令我去写所谓正常的作文，姚老师是从自己身上‘下手’的。

她把我写的东西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还会拿着我的作文本来问我。她愿意倾下身来

听她的学生的想法，她愿意去弄明白我是想表达什么、我的手法是什么，她有着绝对

的耐心与兴趣。 

    慢慢地我和姚老师之间有了一种默契，不用我解释她也能一眼看清我的写法，

她在我的作文本上画了无数的笑脸、让我把几乎每篇作文的电子版发到她的邮箱。她

拿我的作文给全班同学讲解，把她当时不能理解我的地方讲给此时同样不理解的同学

听，然后大家才会觉得，孙婧妍真的写了一篇好东西。姚老师也允许我走出课堂，去

看我喜欢的书籍。是姚老师帮我保持住了我对语文这个学科和自己写作能力的信心，

那也是当时那个环境下令我没有被压垮、慢慢恢复到以前的优秀的原因。她让我相信

我依然有着足以令我自己走向优秀的才华。 

    升入高中，雷其坤老师开始教我语文。雷老师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出版的

作文书和他为学生撰写的册子是我们高中三年的作文教材。雷老师从一开始便非常看

好我的语文能力，在他的课上我的成绩一直优秀，我的许多作文都被当成范文在班里

读。我一直以来都不能说是个让老师省心的学生，表现之一就是我总是不听讲，尤其

是语文课，这可能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们唯一“教坏”我的地方。语文课上很多次我都是

自己拿张纸写随笔，或者从教室后面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看。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

明目张胆地看书，雷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只能说对不起老师、我连问题都不知

道。这时雷老师看到我在看书，他就很宽容地一笑，让我坐下了。他没有在这件事上

批评我一句、找我谈过一次话，在之后的课上我发现他就很默许我自己找事情干了，

只要我做的事和语文有关，他绝对不会干涉我。 



 

 

    一般来讲，我是特别不喜欢找老师问问题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自己的事情。

但雷老师是一位我很愿意和他聊天的老师，我会主动拿着我的作文去问他，让他帮我

看看还有哪里可以改进，这在我身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雷老师本身就很会写作也很会

讲作文，他有那个底蕴，也有着敏锐到足以在很短时间里看出我的问题的目光。雷老

师教会了我怎样改作文，他让我明白不管我自认为自己多么有天赋，优秀没有一蹴而

就。 

    雷老师让我对作文的修改，无形中为高二开始教我的南红英老师的出场做了铺

垫，因为这位看上去极其和蔼、训起人来却异常不留情面的南老师，对我作文的批判

简直如狂风骤雨。她对我作文的评语包括“乱七八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只有年

轻老师才能一气读完你这段，否则一定喘不过气”——然而她却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老师。 

    南老师告诉我我的文章堆砌太多了，我看了很多书，这帮了我却也害了我，导

致我什么事情都想引进作文。我是个没有任何脾气的人，但只有在语文这一科上，我

倔得简直无法理喻。我那时总是试图和南老师理论，给她讲我的语言、我文章的内在

逻辑有多漂亮。南老师一句话点醒了我，她说你能把我讲明白，上考场你能一个个去

给判卷老师讲明白吗？ 

    是南老师让我明白了考场作文和我平时写的随笔不同，明白了为什么平时我的

作文总是“叫好不叫分”——虽然很多人说写得很厉害，但是总拿不到令人满意的分数。

我在南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摧毁自己原有的写作方式。推翻一个模式再重新建立是痛苦

的，而这样痛苦的过程我持续了一个多学期。直到后来，我写的作文无论在学校里判

卷还是拿去区里判卷都是无可争议的高分，我记得那天南老师在课上说，现在孙婧妍

写东西是出来了。那时她语气中的欣慰，我深深感动。其实我又怎么不知道，她这样

帮我纠正我的写作方式，劳心劳力的不只是我一个，我的每一篇作文她都要看，看了

还要想，想了还要改，改了，还要和我谈。 

    同时，南老师也是一个因为课堂风格被我们学生评价为“天马行空”的老师。对

于我这个中学六年没认真听过几节课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上想要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很

难的，而南老师的太多课都能做到这一点。她毫不吝惜本可以让我们做题、读教材的

课堂时间，常常几节课几节课地连续让我们面红耳赤地互相争论一个作文题目，或者

给我们讲一些很能提高素养但和考试没什么关系的内容。我印象中她上课常常是这样：

原本在讲课本或五三，突然被其中的某个词或者某个作家所触发，开始天马行空地发

挥，最后往往令我们在譬如“道家与儒家”、“社会的异化”等等内容中听得如痴如醉。 

    南老师鼓励我们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她带我的两年里我写的论文或者专

题包括加缪与未知结构、中国文人的山水隐喻、论男性作家笔下男本位思想的集体无

意识、从嵇康透视一个时代……等等。我相信这些内容中的任何一项，都绝对不会在高

考中出现，也不会成为我的加分项目。然而我对语文的兴趣，还有我钻研问题的习惯，

都得益于在我高二高三这两年的这些研究。南老师是一个渊博并且有着相当见地的老

师——在她开始带我们班的时，很多人都觉得照这么学两年高考很堪忧，因为她讲的

东西和正常的应试语文教育是有很大差别的。然而我们在这两年间一直名列前茅的语

文平均分和我们班的高考结果证明，无论是作为语文老师还是班主任，南老师都是一

位当之无愧的优秀教师。 



 

 

    六年来，语文一直是我最强的科目，对它我有绝对的兴趣和绝对的优势。我相

信，这首先是这几位老师在过去的六年中坚持了对我的培养方向的功劳。如果不是他

们的教导，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可能只会是一个“平均分学生”，语文永远不会成

为我的热爱、我的专长。 

     我觉得这四位老师对我的培养，或许很能给其他老师以启示。作为一个学生

我当然没有批评任何老师的权利，然而却无疑有着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出建议的立场：

在我的所见所闻中，现在令学生变成刷题机器的老师实在是太多了。语文是这样一个

东西，你抱着应试的目的去学习它，你的分数不一定会有多好；然而如果你忘掉分数

去享受这个学科、享受语言与文学本身，积累了这个学科的素养，那么最后，高分必

然会自己找上你。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和分数相比，素养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没有

理由说一个掌握了高级技能的学生回过身去做相对而言低级的卷子时，他的分数会不

好。 

    如果我的分数能够让足够多的老师看到我在上文提到的那四位老师的教育模式，

并且开始试着运用这种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学生素养的教学方法，那么我敢说，这将

是这个分数所带来的最大的好处。 

五、关于具体题目：一切试卷都是对学生能力的考察 

    在具体的试卷题目上，我反而是没有太多好说的了。因为一方面我认为方法是

很个人的东西，我把我所有的做题习惯告诉另外一个人，他去照着做也不会变成第二

个孙婧妍，也许他会发挥的比原本还不好；而另一方面是我认为任何东西只要有了套

路就会僵化，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说多了我认为怎样怎样答题好，那么反而会限制住一

些更好思路的出现。所以我不打算多说。 

    我只是想谈谈我们该透过试卷上的文字看到什么，我拿试卷中分值最大拿分也

最难的阅读部分举例。 

    首先要明确的是，文章这种东西，不管是何种题材、何种长短、何种文体，归

根结底完全就是四个字：含道映物。在这里我把“道”理解成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也

就是他的写作目的；而“物”是他的文章本身，包括他的一切语言组织形式和他在文章

中运用的物象。含道映物，也就是说作者是带着他的目的去写这篇文章的，文章里的

一切都要为这个目的去服务，都是这个目的的映像。明确了这一点，等于直接抓住了

阅读题的答题技巧——无论是手法或作用分析、划线句赏析还是含义理解，都属于对

于“物”的发问，而我们要做的事则非常简单，就是找到作者的“道”。 

随便编一个例子：鲁迅的短篇小说《药》中，开头那段环境描写简单却很经典，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环境描写它的作用。 

    遇到这种题我一般不会去想五三教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一看到“分析环境描

写作用”就去在记忆中找辅导书上列出的一二三四五，能拿到平均分，但一定会丢落要

点；而平均分是没法令你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 

    这时我们带着“含道映物”这几个字去看鲁迅的“道”。他写环境也好、华老栓等

人物也罢，目的都是为了歌颂为革命牺牲的夏瑜，他是在支持革命、批判当时的反动

派，同时用他的笔去揭露封建环境下人们的愚昧无知与贪婪残忍。当你明确了他的写

作目的后，那段环境描写的作用就很清楚了——暗示时代大背景、揭露反动派嘴脸、

突出群众的愚昧与麻木、为后文做铺垫、蕴含对革命的希望。 



 

 

    所有的阅读题都是这样的思路，而语文试卷上的绝大多数题目，它们的解答思

路和这种阅读题并无两样。只要明白了出题人想考察的是什么，根据他的目的，很容

易便可做出解答。 

    答题，可以有经验，但不应该有固定的模板。如果你对于不同的试卷都用相同

的模式去解答，战战兢兢地计算着自己能得到的分数，那么你就太被动了，“标准答案”

几个字完全框住了你。我觉得我们作为学生应该跳过从答案分析题目的被动阶段，转

而从题目本身出发来寻找答案。只要仔细去寻找，就一定可以从题目的蛛丝马迹中找

到出题人想要的东西，给他那个东西，你就是高分。 

    一切试卷都是对学生能力的考察，而不是对标准答案的要求。所以，解答试卷

时应该尽可能地体现能力，通过答案去和出题人、判卷人交流，让他们知道你明白他

们的“道”，也就是说他们要考察的是什么。对于一份这样的卷子，你要相信，没有一

位判卷老师会不给你好分数。 

六、结尾：通过写作表达思想、感到读者，这才是语文带给我最好的礼物 

    写到最后，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是如何懵懂地对中文之美有了最

初的感受。 

    必须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的明智的、感性的、性格中很有些浪漫主义因素的

父母。他们对我在语文上的启蒙教育不是看我在几岁时能认得几个字、标出几个拼音、

读出几个词语，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这些，我因此感激他们。 

    我的父母，他们是最早让我明白中文的内核是什么的人。我的父母通过一个个

童话、一篇篇传奇、一段段故事，通过他们戏剧性的朗读声和投入的富有张力的表情

告诉我，在那些冷漠的方块字背后，在那些繁复的语法规则背后，在那些千变万化的

读音背后，那些文字传达出的精神，那些讲述的声音蕴含的感情，才是中文真正的所

在。 

    儿时的学习过程，对我来说已经太过模糊，在幼儿园和小学学习的拼音规则、

笔画顺序等等，我几乎全都不记得了。然而，我仍然有着绝不会褪色的记忆——我永

远会记得我和母亲一起为《卖火柴的小女孩》重新写了一个幸福的结局，永远会记得

父亲为我完成了小学所有抄写词语的作业、让我在他抄写时去读我想读的书，永远会

记得我第一次为书中的悲惨泪流满面、第一次为书中的欢乐欣喜若狂……我绝不会忘了

这些。 

    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学习语言是为了什么？

为了在考试中拿好看的分数？为了考各种各样的语言能力认定证书？为了自豪地告诉

别人这个字我认得？ 

    如果对于上面的问题一个人的答案是“是”，那么，他已经忘记了语言这种东西

产生的初衷。 

    语言，是为了表达，是为了表达精神，是为了为这个世界表达爱、表达美、表

达动力、表达希望。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国家、无论时代，那些

作品所拥有的打动人的力量绝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有多么华丽、布局有多么复杂、词语

有多么精准，而是由于它其中蕴含着人类最为高贵的、永不过时的某种精神。 

    有很多成功的作家，他们出道时接受文化教育的水平绝不比现在的中学生要高，

让他们去做我们的考卷，他们不会有比大部分普通高考生更能看的分数。但为什么他

们可以成为语言大师、文学巨匠？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语言的内核，他们知道该如何

运用语言去表达，也知道应当用语言表达些什么。 



 

 

    只要能运用语言去传递你想要送给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你在这门语言上的

学习就是成功的。 

    诚然，我有个很不错的语文分数，然而这确实是有很大运气成分在里面的。我

的语基很薄弱，高中时我是班里有名的白字先生。如果换一套题，我可能会连着错前

三道选择，就像我在之前的考试中有过的那样。 

    但是，我从未因为我在任何一次考试中的分数而怀疑自己在语文这门学科、在

中文这门语言上的能力，我最自豪的绝不是我是 2013 年北京市的语文状元，而是我

能够如我所愿地运用文字。 

    我常写错别字，我搞不清字音，我乱用成语，我写作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简直毫

无章法。然而，我说的话，大家认为有道理；我写的东西，能够感动读者；我通过文

字传达出的思想，可以影响一批又一批人。这才是学习语文真正带给我的、令我感激

的礼物。 

    这才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语文。 

 

 

 附孙婧妍高考作文： 

阅读下面的 对话，按要求作文。 

科学家：假如请爱迪生来 21 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的会是什么呢？ 

文学家：我想，手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呢。 

科学家：我同意。手机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物，简直称得上是一部掌中电脑，丰富

的功能一定会让这位大发明家感到新奇。 

文学家：手机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或

许这也是爱迪生意想不到的吧。 

科学家与文学家各自对手机的看法，引发了你哪些思考、想象？请自选角度，自拟题

目，自定文体(诗歌除外)，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手机论 

孙婧妍 

手机者，信息时代之标志物也。其形也善，其用也泛。一机在手，分居可闻亲友声，

闭门可知天下事，闲以自娱，忙以减负，实乃古今之便利物也。纵昔时科技大家，中如墨

翟、西如爱迪生，闻之亦必瞠目大惊，拍手而称善也。 

手机之用虽广，然众亦未皆称其善也。清明时节，余家有宴，亲友归，众宾至，围坐

大桌，酒洌而肴甘，实盛事也。然席间不闻寒暄笑语，但见少小者人手一机，低头垂目，

唯按键之声不绝于耳；而长者亦不免持机离席，于走廊低声私语，盖有生意联络也。席

毕，余未见宴之欢也。祖母黯然谓余：“人情之薄如此，手机之过矣！” 

 



 

 

由是观之，凡今所谓高科技者，有其一利必有其一弊。譬如枪支弹药，可持之保家卫

国、伸张正义，亦可持之杀人越货、逞己私欲。而余以为，物之利弊，大抵在于驭物之

人。驭者善，则用物于善处，故物善；驭者恶，则用物于恶处，故物恶。手机乃一通讯小

器，善用则便利多多，恶用则乱心扰扰。呜呼，余尚庆手机之弊小矣，仅止于淡泊人情、

疏远人心尔。倘若恶用电脑、枪械乃至舰艇、核弹者，轻则害人性命，重则毁其家国。科

技之用，敢不慎乎？由是余有言：欲扬科技之利而抑其害，则驭科技之人，其责重矣！ 或

曰：抑科技之害而扬其利，何以也？ 

 

其一，须以长远目光观之。世之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其新品之数也多、之用也善，

丰富且改善吾辈生活于一瞬，为之欣欣然者，不计其数。然其深层、长远之后果——如人

之交游、思之嬗变乃至后续之影响——观之者鲜矣。譬如昔者塑料袋现世，众皆喜其廉而

便也，故人人用、日日用，待万千白色聚乙烯物或飘于空中或埋于地底，方悔环境污染之

甚，晚矣。故欲使科技得其善用，则驭科技之人须有远虑，从持续之影响而非一时之利益

深思之、熟虑之，方不致为其所劫。 

其二，须以高尚德行用之。纵有长远之计，然一心逞己利而无视他人者，亦无以扬科

技之善矣。北京，国之都也，其苦雾霾之害久矣。以京人之智，无有弗知雾霾多起于汽车

尾气也，然耽悦于出行之便利，贪恋于己时之可贵，鲜有弃私车而乘公交甚或单车步行者

也。此即以德之不高驭科技而致善少恶多者也。故曰，欲使科技之利大于弊，多益而少

害，则驭科技之人须有高德，以大局观之而非以一己之私用之，方可得科技之善。 

  



 

 

学霸的爱情：孙婧妍和郑沛倞的爱情故事，始于

初见，止于终老 

  

她是班长，2013 年高考语文 148 分，现就读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他是校团委学生书

记，曾代表中国拿下国际地理奥赛银牌，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从十一学校的初中到高中，再到清华园，那些年，他们是校园里的知名情侣。170+和

185+的黄金身高差，人人网上两个人互动的每张照片，都有上千乃至近万次的点击量，晒

幸福从来没人吐槽，只有羡慕，“祝幸福”的留言评论比比皆是，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

“学霸学妈”……这是学霸的爱情故事，也是“白瘦美”孙婧妍和“黑瘦高”郑沛倞的故

事。 

 

长长的伏笔  

 

初中三年，见面打声招呼、在考试后表彰颁奖时一同上台领奖，是孙婧妍和郑沛倞的

所有交集。不太熟的两人没有一见钟情的戏码，相反对对方的印象都不太好。“我初中时

特别疯，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很叛逆，郑沛倞觉得我不像好人，”孙婧妍说，自己也看

不惯郑沛倞刚初中就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觉得这个人城府很深，不怎么喜欢。”这三

年，是两人之间一个长长的伏笔。 

 

高一，互相看不上眼的孙婧妍和郑沛倞进入同一个班级；高二，班里换座位，常列班

级第一的郑沛倞也有了自己的新同桌——常列班级第二的孙婧妍。一场“战争”就此拉开

序幕。成绩和成就都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成为同桌，互相之间很不服气,什么都想比一比。高

中三年，孙婧妍和郑沛倞每次考试成绩几乎永远不分上下，分差总能保持在 1.5分以内。

于是，无论小测验还是大考试过后，全班同学总能看见文科女霸王与辩论队主力辩手之间

的互相嘲讽，内容大抵是对对方智商提出质疑，并且不遗余力地自我吹嘘。“哈哈哈我又

比你高 0.5分快来给跪！”“这题你都错，有智商么？”“这道题我是答案抄错了，否则

还能超不过你这渣渣？”“跟我跟得那么紧，请问你是要追我吗？” 

 

学习上激烈竞争的两人生活中也不忘“斗争”。孙婧妍曾经在愚人节时成功骗郑沛倞

吃下“牙膏奥利奥”，而在两个人的常规游戏“捉迷藏”中——在全班范围内藏对方的东

西，小到笔袋大到书包——郑沛倞曾把孙婧妍的手机“偷走”藏在教学楼外的窗台和墙面

的夹角处，让她大冬天在外面找了十分钟。久而久之，两个人都熟悉对方的套路了，“我

们好像有一种默契，藏的东西对方都能找到。”班里同学也已经见怪不怪：“啊，东西又

被藏了吗？大概是在……那里吧！” 

 



 

 

这对最佳损友就这样一路折腾到了高三下学期。突然有一天，他们不再“追跑打闹”

了。“两个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的人突然有一天不闹了，不是被老师谈话了，就是在一起

了。”郑沛倞说，在互相较劲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慢慢发现自己和对方是很相似的人，

“固执的轻微强迫症患者与完美主义者。”两个人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做事永远力求完

美；都是工作狂，校内外的职务有十几份；甚至连做事习惯都一样——都喜欢做出详细计

划后再执行，喜欢精确地列出时间表。“我们还都喜欢看电影、打游戏、睡懒觉、吃好吃

的。”郑沛倞说，慢慢地，他和孙婧妍之间有了一种亲近感，互相不服气变成了互相敬

佩，最后成了互相喜欢。 

 

“我们两个人不断竞争，突然有一天觉得不是竞争的时候了，应该合作。”郑沛倞先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2013 年 1 月 31 日，在科技楼一层西侧阴暗的小角落，郑沛倞主动约

孙婧妍出来告白，内容非常简洁：“你有男朋友吗？”“没。”“你觉得咱俩能处

吗？”“……能。” 

 

不再竞争的两人，却依旧不忘互相嘲讽。郑沛倞口中的孙婧妍永远都是“笨笨的”和

“胖嘟嘟”，而孙婧妍的保留节目则是“讽刺”郑沛倞黝黑的肤色。不过在同学眼中，长

久以来两个人一起玩笑打闹让大家早就有了判断，以至于当郑沛倞告白的消息传开后，还

有人惊讶：“他们不是早在一起了吗？” 

 

别让爱纠结  

 

在高三冲刺的紧张时期，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两个刚确定在一起时比较不

收敛，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互相打水、眉目传情、坐在一起嘀嘀咕咕……种种迹象被

眼尖的老师发现，高三谈恋爱是校园大忌，老师急在心里，生怕影响两个学霸的学习成

绩。班主任委婉地找郑沛倞谈过几次话，意思是快高考了，你俩这样不合适。 

面临人生重要关卡，两人的选择是把约会地点改在石景山图书馆，坐在一起，专心致

志地复习。不过两个人的复习资料都有对方的一份功劳——文科学霸孙婧妍为郑沛倞精心

整理了按类型分类的作文素材，而数学无敌的郑沛倞也为孙婧妍准备了厚厚的数学复习资

料。 

 

怎么谈话都谈不散的两个人，加上不退反进的成绩，让老师也默认了这段恋情。高考

结束之后，班主任的态度甚至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我早就觉得你们应该在一起！” 

虽然高考前孙婧妍和郑沛倞没有和家长点明过两人的关系，但眼尖的双方父母也能看

出几分，并选择了默许。高考前郑沛倞的父母开车来给两人送过不少次饭,“有炖好的肉，

煮好的虾和鱼。我俩就坐在他爸爸车里吃。”孙婧妍说，两个人也达成了共识——感情没

必要对家长隐瞒，“长久的感情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高考之后，

两人恋情彻底公开，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对方家庭的一分子。 

 

十一长假，小情侣和郑沛倞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山东，爬泰山时有一段路孙婧妍的

脚有点抽筋，郑沛倞二话不说，背起孙婧妍就继续往上爬。“人流中，他一手牵着我，一

手揽着妈妈，半人高的台阶都要抱着我下来。”孙婧妍回忆起来满是感动。旅途中，孙婧

妍被郑沛倞的家长当做家人介绍给当地的老同学，郑爸爸习惯叫她“丫头”，郑妈妈则叫

她小名“婧儿”，称呼里都透着满满的美好和亲切。 

 



 

 

我们的大学  

 

孙婧妍曾经的理想是去北大读中文系，最后却选择了清华。不过孙婧妍不觉得自己是

为了郑沛倞放弃北大，“只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感到更喜欢清华，正巧他又在那里。” 

不过孙婧妍实话实说，“都在清华”也很重要。“我们两个都是挺粘人的类型，一天

不见就想念，异校对两人都是折磨。”学中文的孙婧妍，念经济的郑沛倞，在选课时都要

尽量把能一起上的课报在一起。 

 

大学里，两个人依旧是学霸的样子。“两个都很有上进心的人在一个学校，真的可以

激励对方，一起努力变得更好。”孙婧妍说，郑沛倞很爱睡觉，却被她督促着每天 6:40 就

早早起床。两个人拿着英语四级的书去吃早饭、背单词，图书馆开门了就一起去自习。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小温馨，在最艰难的时刻，郑沛倞更是成为陪在孙婧妍身边无可替

代的人。在生活这所大学里，他们学会了更多的爱与珍惜。 

 

“在夏天，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我的妈妈去世了。”这段文字，孙婧妍在拣尽寒枝的

冬天，才终于能落笔写在日志里。在母亲刚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她如同行尸走肉。“心里

哭着，脸上却笑，还要笑得比谁都大声，用各种各样的忙碌麻痹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就想

起，然后泪流满面。”这一切对于一个 18 岁的女孩来说，无论如何都太早了。 

 

“我的母亲说，婧婧，妈还想看你结婚。”可是，郑沛倞第一次和孙婧妍妈妈见面，

就是在医院里。“她那天那么高兴，不停看着我和郑沛倞笑，跟郑沛倞说我又懒又笨、叫

他多照顾我。”但孙婧妍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知道郑沛倞虽然很好很好，却绝对不可能在

第一面就打动她的母亲，“我那于人于己要求极为严格、并一向最为信奉‘日久见人心’

的母亲，那时她恐怕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是撑不下来了，她知道自己没得选择，只能相

信她的女儿和她女儿选择的人，她知道自己没法再为我操多久心了。” 

 

孙婧妍妈妈去世那天，郑沛倞上午刚考下驾照。本来准备出发去外地毕业旅行，车

票、酒店都已经安排好，接到孙婧妍的电话，立刻抛下一切赶来医院。“中午时仪器上的

数字开始下降，后来忽然又上升，然后又下降，最后什么都没了。”郑沛倞和孙婧妍一起

看着妈妈离开。妈妈走时，郑沛倞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随后几天的遗体告别、火化、在

教堂的弥撒、和天主教陵园的葬礼，他都握着她的手。“郑沛倞那几天睡在我家客厅，和

亲人们一起陪我度过了我以为自己会撑不过去的最艰难的时光，用无穷无尽的温柔化解我

的眼泪。” 

 

“我不知人死后是有知还是无知，但无论如何我都想让妈妈看到，她当时的信任，并

未被辜负，”孙婧妍说，“我早已决定用一生去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