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 健 赵晓霞

“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

子……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
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 就是整个世界。”说

说你对这段话的理解，并与同学交流。⑩

课文前提示意在引导学生体验和理解课文所体现

的“温馨的亲情”。课文后研讨与练习则要求学生体验

和理解课文所体现的“中年人的责任”；二者分别启发

的是课文两种不同意义的解读。
认识教材文本的多元意义， 语文教师在确定课堂

阅读教学指向的意义时就有了参照。
第三步，教学文本解读。教学文本解读是与学生对

话，了解学生的阅读状态和阅读需要，以之确定课堂阅

读教学指向的课文意义， 而学生的阅读状态和阅读需

要，是其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决定的。
所以，基于学生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背景，为了面向

全体学生，《散步》的课堂阅读教学，在“温馨的亲情”和

“中年人的责任”之间，要求理解“温馨的亲情”，更加符

合教学实际。
语文教师的“两次引领”是：引领学生进行个性化

阅读，引领学生进行合作学习。“两次引领”是为了帮助

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 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

学生互动交流，实现文学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引领重在指导阅读方法和指导阅读创意。 阅读方

法 指 导 要 结 合 课 文 的 示 范 阅 读 和 个 性 化 阅 读 随 机 点

拨。阅读创意指导既要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鼓励学生

有创意地阅读；又要防止学生脱离课文的随意解读。教

师可设计和运用导引语（或导引问题），引领学生的个

性化阅读和合作学习，以之提出问题、集中话题、预设

教学目标与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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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过于功利化， 教学活动只是围绕考试打

转，教师教得很累，学生学得很苦，效果还不太理想。教

师抱怨学生对语文学习投入太少， 学生认为语文学和

不学一个样。语文教学之所以出现这些状况，原因是多

方面的，而审美实践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应该对语文教师的审美知识、 审美

能力、审美品位诸方面提出一个可操作性的系统要求，
在认真实施的基础上，引领语文教学走进审美的境界，
在审美实践的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涵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历练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改变

目前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审美实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

的， 本文从审美实践与学习心理效应相互贯通的视角，
尝试探讨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移情效应与审美实践活动

移情效应指在艺术创作或审美实践中， 审美主体

将自己的主观情趣挪移到审美客体之上， 使审美主体

和审美客体缘情合一、 同象言志的现象所形成的艺术

感染力与学习效果。美学家朱光潜认为，移情作用并不

限于眼睛看得见的形体， 比如音乐纯粹是一种形式的

艺术，我们只能听出抑扬顿挫、开合承转的关系，但是

语文审美实践创新与学习
心理效应

———卓越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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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在这种纯为形式的关系之中寻出情感来， 说某种

曲调悲伤，某种曲调快活。这些情调原来在我，在物我

同一的境界中，我们把在我的情调外射出去，于是音乐

也有情调了。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字有十美：

“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

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
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十美

除第九以外大半都是移情作用的结果， 都是把墨涂的

痕迹看作有生气有性格的东西。 这种生气和性格原来

存在观赏者的心里，在移情作用中不知不觉地把它挪

移到文字上面去了。在审美实践中，学习者聚精会神于

一个意象上面， 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

界；审美者的目的不在于盘问效果，所以心中没有意志

和欲念；也不去寻求事物的关系道理，所以心中没有概

念和思考。美感的境界往往是梦境，是幻境，把鲜花看

成美女，把古塔看成英雄，就科学的态度来说，为错觉；就

实在的态度说，为荒唐；而就美感的态度说，则为意象直

觉。
审美实践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 物我两忘的结

果是物我同一。学习者徜徉于美感体验之际，无暇区别

物与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

中我以我的情感灌输到物， 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

我。比如观赏一棵青竹，玩味到聚精会神的时候，我们

常 不 知 不 觉 地 把 自 己 心 中 清 风 亮 节 的 气 概 移 注 到 青

竹，同时又把青竹的高耸挺拔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青

竹俨然变成一个人， 人也俨然变成一棵青竹。 总而言

之，在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失，我没入自

然，自然也没入我，我和自然在一块生发，在一块感动。
宋代朱熹《春日》诗云：“胜日寻访泗水滨，无边光

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诗人认

为，只要有一种美丽的心态，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漫

步春日水滨满目万象更新， 观赏草姿花态尽呈万紫千

红。这首诗说的是一种审美体验，一种对自然的美的顿

悟。 有一首禅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

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的也是审美

的 心 理 活 动，春 夏 秋 冬，风 花 雪 月，四 时 更 替，物 象 风

流，这些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景，年年皆有，人人共

拥。有些人能够发现她的美丽，体悟她的温柔；有些人

却满眼尽是沧桑，一生都付空流。可见，审美主体的心

境， 审美主体的情趣， 在审美实践中发挥着潜在的作

用。这两首诗的相同之处，都认为审美鉴赏是学习者主

体的文化修养、心态情趣和自然景象的融合过程，学习

者发现了自然的美，而自然点亮了美的眼睛。

韩愈《初春小雨》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在诗人的

眼中，一场浸润大地的春雨过后，远远望去草尖上流动

的绿意是那样的沁人心脾，可是近观却若有若无，正是

这种景象令人感悟到了春天带来的希望， 这种美丽的

景色是皇城杨柳葱郁的盛景无法比拟的。 诗句折射出

了对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的喜爱， 对春雨小草自由生活

的憧憬，也流露了几许对官场生涯的无奈。审美鉴赏的

心理活动大概是人类最复杂的心理活动， 所以理论家

对它的描述犹如万花筒一般精彩纷呈。 深入地了解不

同审美观点的理论价值，对语文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林逋《山园小梅》诗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

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

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

板共金樽。”林逋对梅花情有独钟，梅花在他的心中只

一个“独”字了得。所以梅花在百花凋零之后绽放，小园

风情也数她第一。疏影横斜，探身清澈如镜的水面，是

在欣赏自己的丽影，还是对水中的游鱼诉说着什么？暗

香浮动，在月光下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在黄昏里飘溢着

幽雅的香气。白鹤飞过禁不住要偷窥梅花的姿色，婀娜

粉蝶也羞愧不如梅花的神韵。 幸亏我可以亲近梅花为

她吟哦心中的诗句，檀板弦歌，金樽美酒，在这里都是

多余的东西。全诗以“独”为眼，一写梅花之独特，开花

时节、开花环境，均与他花不同；梅花的纯洁气质、梅花

的淡雅清香，令生界尤物倾倒。二写诗人情趣之独特，
陶渊明苦爱菊，周敦颐偏爱荷，林和靖独爱梅，“梅妻鹤

子”是他的整个世界。其实，诗中之梅花就是林逋，于世

独立，坚守着纯净的心灵；林和靖就是山园小梅，我行

我素，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山园小梅》就是林逋的审美

实践，就是诗人美丽人生的象征。所以朱熹说林逋，“宋

亡，而此人不亡”。
审美体验被人们经常描绘为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的领悟状态，而语文学习关注的审美实践活动，不但要

律动能够意会的体验，而且要生成可以言传的效果。也

就是说，移情效应与审美实践活动相融合，既要引领学

习者直觉领悟审美对象带给自身的情感律动与形象冲

击力， 而且要把那些律动和冲击通过书面表达留下自

身的言语思维痕迹，就像上面学习朱光潜、康有为、韩

愈、朱熹、林逋那样的审美作品，才能有效地引领语文

学习过程。
二、直觉效应与审美实践活动

直觉效应指面对某个人、某种意象、某件事情的时

候，不是通过思辨、调查或者查阅资料去分析它、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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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而是凭借直觉立即做出判断的现象所产生的学习

效果。比如意象直觉是创造性审美实践的途径之一，具

有思维的发散功能，对培养学习者的审美意识，提高学

习者的审美能力很有帮助。
把下面这幅图呈现给学习者， 让他们凭借直觉说

出符合画面意义的诗句， 你会发现学习者的答案是那

样的千差万别。
直觉“太阳”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使至塞上》）“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

颢《登黄鹤楼》）“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 《忆江南》）“平明日出东南地， 满碛寒光生铁

衣。”（李益《度破讷沙》）“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

不知。”（陆游《新竹》）
直觉“月亮”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

龄《望月怀远》）“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

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明月出天山，苍

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

到夜郎西。”（李白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平

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李朴《中秋》）“同来

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嘏《江楼感旧》）
直觉“江河”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李 白《将 进 酒》）“大 江 东 去，浪 淘 尽 千 古 风 流 人

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清江一曲抱村流，长

夏江村事事幽。”（杜甫《江村》）“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

流！”（薛莹 《秋日湖上》）“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王湾《次北固山下》）
直觉“原野”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

昏。”（杜甫 《咏怀古迹》）“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李商隐 《乐游原》）“草满池塘水满陂， 山衔落日浸寒

漪。”（雷震 《村晚》）“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

时。”（王安石《北山》）“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

烟。”（温庭筠《苏武庙》）
只有一幅图，学习者凭借各自的印象，从第一直觉

分别捕捉到了太阳、月亮、江河、原野等意象，联想到了

和画面相关联的诗句，展示出了丰富多彩的审美成果，
令人惊叹不已。如果离开了直觉效应，采用分析讲解的

方式，无论怎么努力，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令人欣慰的学

习效果。
直觉效应具有激活创造潜能的作用。 英国科学家

瓦特，因为受“水开了壶盖就会跳动”的启迪，发明了蒸

汽机。英国科学家牛顿，受“苹果落地”的启迪，发现了

万有引力定律。美国科学家贝尔受电报机“滴滴答答”

工作声音的启迪，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世界上的

第一台电话。 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拉克发

表的 《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结构

模型》，加深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标志着在遗传

物质的认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而他们为大家提供的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DNA 双螺旋构造模型”。在人类文

明史上， 像这样因直觉效应启迪而实验成功的发明创

造为数不少。

《坛经·机缘品》说：惠能“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

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

尼，名 无 尽 藏，常 诵 大 涅 槃 经。师（惠 能）暂 听，即 知 妙

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

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

关文字。’ 尼惊异之， 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

士。’”②“非关文字”就是认为语言文字都是公众的交际

工具，是社会群体所遵守的共同规则，禅宗认为要真正

达到或把握本体，依靠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

有凭个体的亲身感受领悟， 才有可能达到智慧的最高

境界。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以“拈花微笑”方式将“正法

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大弟子摩诃

迦叶，其实也用的是这种“非关文字”的直觉方式传达

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朱自清先生在《绿》的开篇说：“我第一次来到仙岩

的时候，就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就是这个“绿”的直

觉效应，产生了唯美主义的抒情散文名篇。直觉效应对

创 造 意 识 和 创 造 潜 能 的 启 迪 和 激 励 作 用 是 毋 庸 置 疑

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直觉效应的积极意义，就应该有

意识地创设条件， 把倏忽而来的直觉印象转化为比较

持久的学习动机，从而引导学习者走上创造之路。
三、梦幻效应与审美实践活动

梦幻效应是指综合采用幻觉、痴梦、神话、传说、想

象等手法的文学作品来熏陶学生的艺术情感， 培养学

生的文学品位和言语表现力的审美现象所产生的学习

效果。梦幻是文学家十分钟情的营造艺术意境的方式，
这种方式强调把梦幻印象和现实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展示一种亦幻亦真的艺术天地， 让读者在审美殿堂陶

醉不已、流连忘返。
唐代张若虚一曲《春江花月夜》，以令人心醉神迷

的梦幻般意境抒写恋人的离愁别恨， 让无数读者为之

倾倒。诗人也凭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梦幻也

是苏轼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艺术画境，“聚散细思都

是梦， 身名渐觉两非亲。”（《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

其韵》）因为诗人将宇宙、人生、心灵通体参透，似乎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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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梦 幻 才 能 表 达 这 种 顿 悟。苏 轼《念 奴 娇·赤 壁 怀 古》
是一首谱写梦幻的巅峰之作。大江东去，浪涛奔涌，此

自然之流动序幕也；三国赤壁，豪杰如流，好雄奇壮阔

的 一 个 舞 台；少 年 公 瑾，美 娥 小 乔，登 台 曼 舞，飒 爽 婀

娜，羡慕唏嘘之声一浪更比一浪高；士兵呐喊，刀枪相

鸣，樯橹灰飞，火影江波，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突然结束

了；诗人猛然看到拂动在眼前的华发，傻笑竟然穿越了

时空，傻笑把三国周郎当成了自己，傻笑故事戛然而止

自己还没有醒过神来；梦幻萦绕着一切，举杯满酌与明

月共饮，却分不清楚月亮是在天上，还是在江里，这就是

梦幻效应带领我们徜徉的审美之旅！ 庄子讲 “化蝶之

梦”，大乘空宗讲“如梦如幻”，苏轼却把庄禅融合为一，
在文学史上渲染出“人生如梦”之美轮美奂的艺术至境。

梦幻效应作用下的审美实践活动， 可以净化、纯

化、美化人的心灵，潜移默化人的向善行为，引领社会

文明的发展。所以，语文学习应该重视梦幻效应的审美

功能，并借助其提升学习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品位。
四、宇宙感悟效应与审美实践活动

中国文化的审美实践理论具有宇宙感悟、 天人合

一、主客一体的东方特色，对涵养学习者的品德情操，
提升学习者的审美品位与审美能力， 具有潜移默化的

促进作用。宇宙感悟效应是指在宇宙、自然、万物、人生

融为一体的境界，通过认识世界、表现生活时所生成的

情感体验转换为言语作品的实践活动， 促进学习者的

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发生潜在变化的学习效果。 古代

启蒙教材《千字文》开篇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

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正是这种融天

地宇宙、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人事伦常为一体的思维

方式， 在启蒙教育的第一课就让孩童们撞进了宇宙感

悟的境界， 从而在艺术天宇升起了无数璀璨夺目的中

华之星。 李白的诗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

回”，之所以令人震撼，应该归功于宇宙感悟效应。诗句

将 天 宇、黄 河、大 海、诗 人 融 为 一 体，表 现 出 了 气 势 恢

宏、一泻万里、一往无前的心灵追求。如果将诗句改为

“黄河之水青海来”，不失为科学，但诗意荡然无存，因

为没有了宇宙感悟，雄奇壮美的意境消失了，“诗仙”的

风骨也就消融了。
宋代陆象山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

是宇宙”，这是对宇宙感悟的绝妙注释。明代王阳明的

《传习录》 下说：“先生游南镇， 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

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

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

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③这段话讨论的重心并不在心

外有物还是无物，而是物与心有何关联的问题。花树在

深山中自开自落，这是不争的事实，友人是肯定的，阳

明也没有否定。阳明认为，心物不相接时，心是心，物是

物，心物阻隔，体用为二。当心物相接时，心物相通，体

用为一，物得心之用而显现了价值和作用。这种心即宇

宙、心即万物的认知，孕育着创造的无限可能性，因为

这种认知是审美的、个性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的。
前人评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般都用“文笔清新

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来形容。其实，其他人的山水游记

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柳宗元的思想集儒道释为一体，他

的游记散文经由儒学的美化、 道学的纯化、 释学的禅

化，熔铸成了一种新颖纯如的特点，即“心凝形释、冥合

万化”。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然后知是山之特

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

知 日 之 入。苍 然 暮 色，自 远 而 至，至 无 所 见，而 犹 不 欲

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来之未始游，游

于是乎始。”这种“始得”之见，就是“心凝形释，与万化

冥合” 的创造性体验： 其中有儒家特立独行的执着追

求：是山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有道家“逍遥游”的浪漫

飘逸：悠悠乎与颢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有佛家“看

山不是山”的超凡脱俗：自远而至，至无所见；儒道释齐

集于此，又不着一点痕迹；诗人与宇宙一体冥合，心形

相融，不分彼此。这才是人世间至善、至真、至美融而为

一的快乐体验。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同样具有宇宙感悟、天人合

一的特点。文中描写的篁竹幽静、潭水清冽、日光鱼影、
与人相乐的意境， 传达的是一颗纯如的心灵与一潭澄

明的自然之间的默契与照应。这幅水墨写意图中的竹、
石、水、鱼等意象反照的是作者清明澄澈的人格色彩，
还是作者将自己的人格追求赋予大自然以幽静、清冽、
纯美的象征？天人合一、物我同象，这就是“心凝形释、
冥合万化”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宇宙感悟效应给予人

类的艺术享受吧！
一个卓越的语文教师， 不应该在功利化的教育潮

水前随波逐流，而应该徜徉审美实践之境界，领悟移情

效应、直觉效应、梦幻效应、宇宙感悟效应的魅力，引导

学生参与审美，体验审美，表现审美，提升语文学习的

品位，师生携手建设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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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应当属于“人”，属于大写的“人”，这应当

成为我们的共识。而当今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应试

教育绑架了日常教育，造成人性的分裂和人的片断化。
不管是什么文本类型，一律被肢解为生字新词、好词佳

句、段落大意、表现手法、主题思想等若干考点，情感的

体验渐行渐远，整体的美感不复存在，言语的智慧消失

殆尽。西方哲学已经从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而我们的

绝大多数教学却止步并迷信于认识论。基于此，笔者认

为应当从文本类型出发，探寻相应的哲学视角，重塑文

本的阅读姿态，建构有哲学意义的语文教育范式。
一、不断变迁的文类划分

现代语文独立设科伊始， 教材文类划分主要还是

遵从高步瀛斟酌姚、 曾两家所定下的 “诗古文辞十六

类”，后黎锦熙等人将文本类型划分为“纯文学”与“杂

文学”，①蒋伯潜则分得更好，认为纯文学包括辞赋、诗

歌、小说、戏剧等，杂文学包括论辩、序跋、箴铭、颂赞、
规约、诏令、奏议、书牍、赠序、哀祭、传状、碑志、记叙、
典志、杂记等。②这种划分清楚实在，反映了深厚的文学

教育传统，以及在“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语文教育深

耕华夏土壤的民族性。“纯文学”与“杂文学”这种“二分

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文章双轨并行的划分法，它对

滋养文学灵性和培育实用技能，都有重要的价值，成为

民国时期主流的文类划分法。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后，虽

然整个社会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出现了以白话为主

体、为本位的语文教育体系，但是在语文教育中，这种

大的文类划分格局也未曾改变。

1925 年，梁 启 超 在《中 学 以 上 作 文 教 学 法》中，根

据思想路径，将文章分为“以客观的吸进来之事物为思

想内容”的“记述之文”和“以主观的发出来之自己意见

为思想内容”的“论辩之文”。前者是“从五官所见所闻

吸收进来的”，后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③“记述之

文”又分为“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两种，“论辩之

文”又分为“说喻之文”“倡导之文”“考证之文”“批评之

文”“対辩之文”五种。梁启超先生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

对文章进行分类的，对“杂文学”进行了细化，功不可没。
编写于 1935 年到 1938 年的《国文百八课》，夏 丏

尊、叶圣陶首先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论说文”两大

类，然后记叙文再分化为“记事物的形状、光景”的“记

述文”与“记事物的变化经过”的“叙述文”，论说文再分

化为“说明文”（后曾改称“解说文”）与“议论文”。④虽然

这里的“文体”指的是文章中的“成分”，叶圣陶先生说

一篇实际的文章往往含有两种以上的“成分”，但是毕

竟 以 一 种“文 体”为 主，所 以“记 述 文”“论 说 文”“说 明

文”“议论文”可以视为四种“基本文体”。“四分法”完成

了对“杂文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现代“文章学系统”。

1963 年前后，在“汉语”“文学”分科陡然停止的情

况下，统编语文教材在未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推出了

新的“文章学系统”，把天下“文章”归并为“记叙文”“说

明文”“议论文”这三类“基本文体”。⑤且不说“三分法”
本身的是非曲直，单看“三分法”对“四分法”的轻率挪

移和强行归并，就背离了文本类型的划分标准，偏离了

文本的基本特征。中学语文教育在 20 世纪末受到社会

各界的批评，与这种简单、草率的“三分法”不无关系。

2003 年，教 育 部 颁 布 了《普 通 高 中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实验）》，对文本类型重新进行了分类。新课标将文本

分为“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三个类

别，“文学类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实用

类文本”包括新闻、演讲稿、人物传记、调查报告、科普文

章等，“论述类文本”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等。新“三分

法”标志着文学、文章两大系统逐步走向融合与统一。
文 本 类 型 的 划 分 往 往 决 定 语 文 教 育 的 重 心 与 方

向。纵观现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发现，现代语文教育的

文类划分走的是一条曲折之路。建国前，清末民初时期

的“二分法”体现了深厚的文学教育传统，梁启超先生

的“二分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夏丏尊、叶圣陶两

位先生的文章“四分法”则开创了现代文类的新局面。建

国后，如果说旧的“三分法”意味着文类划分的历史脱

试论语文教育的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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