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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笑掉大牙，安徽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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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今年的高考语文试题“提篮春光看妈妈”，是自主命题的，高深啊，高深到莫名其妙了！

　　很多网站包括新华网都误以为“提着篮子看妈妈”！

　　网上更有N种奇妙的破题答案：

　　“提着”和“篮子”是兄妹两，回家看妈妈；

　　“提着篮子”（“子”读音“紫”）是个日本小孩，回家看妈妈；

　　“提篮”和“春光”是兄妹两，回家看妈妈；

　　“提篮春光”是个日本小孩，回家看妈妈；

　　提着菜篮子，可惜春光了。。。。看妈妈；

　　“提篮春光”？怎么可能，那不“春光”乍泻啦！咋看妈妈噢！

　　”提篮春光“。。。与”提篮小卖，拾煤渣。。。。有关联吗？

　　。。。。。。。

热贴：让我们"提篮春光看妈妈"

－－安徽高考作文题应打高分！

　　昨天晚上上互联网，当看到今年安徽的高考的作文题《提篮春光看妈妈》时，我眼睛一亮，一个

多富有诗意、多具有人性、多么浪漫的题目啊！

　　今天早上看到网上正在开展对今年各省高考作文题点评投票，我毫不犹豫地给这个题目投了一票

。

　　安徽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大省，《提篮春光看妈妈》这篇高考作文题展示了其实力

和水平。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好就好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的视角注意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

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虽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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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今天的人们如果再谈过去那种狭隘的“埋儿奉母”般的“孝”当然可笑，但对

父母起码的关怀、孝敬是必须承传的。在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吃喝基本不是问题，而社会的快节

奏、儿女因为工作大多难以在老人身边（留守儿童需要关爱，留守父母同样需要关心）的情况下，父

母最大的需要就是心理的安抚和关怀，正如一首歌唱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他们不再

再乎吃喝问题，更不再意金钱等物质的东西，艰苦惯了的他们物质要求上太容易满足了。但他们渴望

儿女对自己感情上的关心，需要的是儿女常回家看看、常打个电话问候问候聊聊天，提着春光看妈妈 �

�儿女的关爱在他们的眼里如春光一般灿丽！

　　二是这篇作文题紧扣了时代主题。构筑和谐社会是当今时代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要构筑和谐

社会必须从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做起，有了家庭的和谐才有社会的和谐，对父母的爱是最起码的爱，

有对父母的爱才会有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一个对父母都没有爱心的人对社会肯定更谈不上有爱心

。孝敬父母（请允许我延伸到父亲），是社会对每个人起码的要求，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最基础。这

蓝春光是献给妈妈的，也是奉献给整个社会的。

　　三是这篇作文题有很深的寓意。当代青年必须有正确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

耻”，是时代的倡导，更是对每个有志青年的要求。显然这篇作文题是有这方面的考试目的的。“唱

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祖国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象妈妈一样，这是无可争议的，而《提

篮春光看妈妈》中的妈妈不也向我们有志青年暗示：要象爱妈妈一样爱祖国，把春光献给伟大的祖国

，不也可以理解为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考核，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这蓝春光）向

祖国汇报吗？！

　　文以载道。通过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学识才气和理想追求，而作为文章的题目

就承载着这个责任，显然《提篮春光看妈妈》这个高考作文题是足以达到这个的。

　　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个高考作文题是个富有诗意和充满积极向上和浪漫的作文题，考生可以充分

展示自己的文采，发挥自己的想象，叙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写散文，可以写议论文、还可以写诗歌。

总之，我认为《提篮春光看妈妈》这篇高考作文题是近几年难得一见的好题！

　　《提篮春光看妈妈》，让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把春光献给母亲，献给伟大的祖国！

沉重的高考压力和童稚的高考作文 

　　全国高考于7日拉开帷幕。今年中国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10万，计划招生数567万，均创历史新

纪录。共有950万人参加统考。从7日上午语文开考后，各大网站就公布了各地高考作文题目。同时，

各地专家学者和普通网民对今年各地的作文也都热评如潮。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和评论爱好者，似乎不

点评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是说不过去的。

　　要说今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总的印象是什么，我以为，只有两个字即可概括，那就是：童稚。解

释一下童稚的含义就是充满了童趣和幼稚。这本来也符合当今年轻人的时尚，当今年轻人的时尚是什

么？就是装嫩，装童稚。但出题的人也追求童稚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要说今年高考作文最童稚的一篇当属辽宁省的“我能⋯⋯”，这句从广告词一字不改的挪用过来

作高考作文题的在全国还没有先例。不知移动广告公司是否会为此而状告辽宁省高考出题小组。“我

能”从出题范畴没有出离“厉志”这一主题。当然，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是需要厉志的，越是发达的国

家也是厉志书越好卖的国家，比如美国，当今头号经济强国，几乎所有中国的厉志书都是克隆自美国

的。但要高考考生写这一类作文，我敢断定的都会写成豪言壮语一类的口号文。“我能”也只能如此

写，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什么都“我能”的，如果什么都能的话，那也不是人间而是天上。那也

属于神话故事或童话故事或魔幻或悬幻故事了。如中国古代的《西游记》外国现代的《哈里·波特》

一类，这难道不童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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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天津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也属于超童稚的一篇作文。什么样的人会有句话常挂在嘴

边呢？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有句话常挂在嘴边，但那是难听的骂人的话，而这些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脏话。莘莘学子是不会写这个的。那就只有编造了，厉志的语录，名人的名言，古人的诗词等等。这

个题目非常容易宿构，也非常虚假。还有什么比虚假的高考作文题目更可恶的呢？

　　再次，重庆的高考作文《酸甜苦辣说高考》也属搞笑的题目。高考三十年与今年高考的考生有什

么关系？要写父母辈的高考？那属于忆旧作文，问题是现在的高考生并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高考，叫他

们拿什么去写。只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妈妈的经历为什么要让现在的学生来写？这不搞笑

吗？写自己的酸甜苦辣，更幼稚得不得了。现在的高考生，那里有那么丰富的味觉神经，他们的神经

都被沉重的高考压力压得只剩下“苦”这一味了。哪里有甜和其他，除了自欺欺人的编造，其他味道

也只有重庆火锅里才有，但那不是考生自己的味道。

　　难道重庆自古就只出将少出相？难道重庆只有饮食文化而没有高考文化？为什么每年的高考作文

出得如此缺乏文化味道。从前年的《自嘲》到今年的《酸甜苦辣说高考》，作文题目总是跳不出朝天

门？

　　超级搞笑的还有安徽省的《提篮春光看妈妈》。提篮小卖的年代对于今日的考生已经很久远了，

就连农村也都没有这样的景致了。当然，不是提的食物或实物，而是提的“春光”，充满童趣与诗情

画意。安徽是著名诗派“桐城派”的故乡，其散文理论核心是“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

物’也；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想不到“桐城派”发展到了今

天，需要童稚的诗歌语言来写高考作文了。方苞姚鼐等人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全国卷和其他省市的要好一点，但也没有脱离童稚两个字。全国卷一《人生，诗意还是失意》在

一个全国已经非常物质化了的背景下来写诗意，这难道不非常幼稚吗？这与“为赋新词强说愁”没有

多少区别。上海卷《必须跨过这道坎》和《我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只可惜生活中没有“必须”，

只有“可能”。如今年的高考考生全国报考的有950万人，而计划招生数567万，无论怎样“我能”“

必须”也有383万名不能考上大学。作为厉志教育是可以的，但作为指导意义很强的高考作文题有误导

考生之嫌。

　　江西与湖北的要考生在高考场上谈语文和母语，这不逼迫他们说假话么？本来高中语文地位就一

落千丈了，要说不喜欢语文难道不是和高考阅卷老师过不去么？要说语文的好话也实在是唯心之言。

现在的高中学生有几个是真正热爱语文的？

　　四川卷《一生与一步》，江苏卷《怀想天空》，浙江卷《行走在消逝中》，山东卷《时间不会使

记忆风化》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哲理情趣，但又实在是多么童稚和天真啊！

　　由于篇幅有限，要想在一篇文里做全国高考作文完全点评也是力不从心的。但就是以上的分析和

评议也都可以说明问题了。

　　我们经常被教导要关注时代、关注生活，但我们的高考作文却往往脱离真正的时代和真正的生活

。所出的高考作文逼着考生说假话、大话和空话。

　　高考压力是巨大的，考生的心理承受力也是达到了极限的。如前所述，今年的高考考生全国报考

的有950万人，而计划招生数只有567万，仍然有近四成的考生不能升入大学。这对他们将是一次残酷

的打击。

　　即使有近六成考生升入各级各类大学，但升入大学并不能保证什么。据报道，从2001年到2005年

，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

：2001年是34万人，2002年是37万人，2003年是52万人，2004年是69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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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费了一笔不菲的学费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这说明什么？说明就业压力大，而且，越往后的

大学生就业压力更大。但所有的家长仍然把孩子往高考的独木桥上推。因为，不读大学的就业前景更

为不妙。而不就业则意味着不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现实是残酷的，高考压力是巨大的。而中国的高考作文题目却越来越童稚化。我不知道是出题者

的故意如此，抑或他们是患了一种病症叫做“彼得·潘综合征”。 “彼得·潘综合征”是指成年人面

对社会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渴望回归到孩子的世界。这种逃避现实的装嫩心理

是有害的，如果高考作文都一味追求童稚化，那我们众多的考生怎么去面对社会现实？他们又怎么去

跨越人生一道又一道坎？这不能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但不论说什么今年的高考语文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期盼明年的高考能够出现

关注现实的好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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