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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性质之争从未停息过，到2001年课标确

立了语文课程性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之后仍然

有诸多质疑之声。我们认为，工具性、人文性是模糊性

概念，降低了语文课标的导向作用，［1］因此，需进一步

探究和明确语文课程的独特性质，这关乎语文课程的

价值取向与教学的成效问题。

与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相比而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

版）》对于课程性质的规定，由原先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统一”，修订为“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课标组专家巢宗祺指出，2011年版课标对

语文课程性质的界定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说明

课程内容和目标应聚焦于“语言文字运用”；第二，说明

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特点。简言之，语文课程

是一门学生学习如何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性课

程。［2］因此，深化语文课程的实践特性是语文课程建设

的关键问题。

一、语文课程强调实践性的学理分析

2011 年版课标不但在“课程性质”中明确提出了

“实践性”，而且在其他部分也不断地强调该特性。例

如，在第一部分讲如何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时指

出，“应该让学生多读多写，日积月累，在大量的语文实

践中体会、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在“课程设计思路”

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积累，重视语

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

用规律”；在第三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指

出，“重视学生读书、写作、口语交际、搜集处理信息等

语文实践，提倡多读多写……让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学

习语文”。

为什么要强调语文课程的实践性？这是由语文课

程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语文课程作为母语课程，我们

认为，言语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课程最为显著的特性。［1］

学习语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被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同

化的过程，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掌握和实践水平决定了

学生的语文素养的高低。语文素养的高低既有实用的

成分在内，也有文化的成分在内，但都是语文的言语实

践性所派生出的特性，因此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最

为本质的属性。西方语言学领域将语言现象划分为

“语言”和“言语”，并进一步区分了二者的关系。现代

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特殊规范；而言语是一

种个人活动，是个人意志或智力的行为。［3］基于此，李

维鼎等学者进一步认定，“语文课”本质上就是“言语

课”，［4］其中“言语作品”是教学内容的主体，“言语活

动”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等。因此，学习母语的最好

方法是“被语言说”，通过听、读、说、写等言语实践活

动，提升学习主体的语文素养，这是一个动态的言语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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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而非静态的作为抽象分析的语言范畴。而且，言语

活动所有的价值和内涵都“主客一体”地附加在了言语

实践当中，言语产品中承载了文本作者、教材编者、教

师及学生等共同的精神家园。换言之，只注重作为规

律和本质的语言科学范畴的语文教育、而离开了言语

实践活动的语文教育是背离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和

规律的。

把“言语实践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明确地

提出来，不仅是对语文教育规律的客观真实的反映，而

且是充分认识言语教学、加强言语教学、提高语文教学

效率的根本保证。我们认为，当前语文教学令人不够

满意的是，好多中学毕业生，往往字写不正确，书读不

顺畅，话说不明白，文章写不通顺，语文知识也较贫乏，

总的来说，就是缺少实际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未能在

语文方面奠定扎实的基础。所以语文教师要千方百计

地将教学的重心落实到充分、完善地发展言语实践的

教学上来。［5］语文课程的言语实践特性决定了在语文教

学当中，我们应当尤其强调“听、读、重读、抄写”［6］等。同

样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实践性并非将语文教学简化为

“训练”，用解释学大师利科的话来讲，言语哲学是一个

主客未分的世界，人类通过书写确立了生命的表现。

教学对话的过程是对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追寻和相遇，

在言语实践中，包含着情感的熏陶、审美的提升、人格

的健全、文化的传承等等语文课程培养的目标，因此，

言语实践中贯穿和渗透着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多维目标，且这是一个不可割裂、浑

然一体的过程。

二、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认为，所有的课程都具有实践特性，而语文课

程的实践性是以语文知识为中介，涵养学生的言语能

力、思维能力、审美情感等的系统的实践活动。2011年

版课标明确将“实践性”作为语文的课程性质之一。对

“语文实践”内涵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

为一种实践活动，我们认为其实践特性的内涵至少应

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语文实践是学习主体言语涵养的过程。语

文课程的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最为本质的属性，这

既指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听读说写”能力，同时也指

在言语涵养的实践当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这其实

是一个“主客一体”的过程。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

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学习语言文字过程的实质也

是被语言文字同化和格式化的过程，因此，在学习者进

行言语涵养的听读说写实践过程当中，蕴含着母语教

育中的文化意蕴和精髓；在提升学生的听读说写等运

用和驾驭祖国语言文字实践能力的同时，也是传承和

弘扬母语文化的过程，言语实践将语文的多重价值凝

固到了教学当中。

第二，语文实践是学习主体语文思维培养的过

程。从思维的类型和品质来看，语文包涵有言语形象

思维、文章逻辑思维和语感直觉思维等等，都以其独特

的方式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思维培养。因此，在听读说

写的实践活动当中，在感性认识、尤其是记忆表象和想

象的基础上，以文字、语言、材料、主题、结构、文体等为

对象，将语文思维的凝固形式转化为学习者同化顺应

的心理结构之中。缺乏思维引领的语文教学实践将变

成教条式的机械记忆。语文思维客观存在于教育活动

的始终。语文独特的言语形象思维、文章逻辑思维和

语感直觉思维等思维活动的发展、思维水平的提高，是

学生个性成熟与健全的标志。

第三，语文实践必须以语文知识为中介。张志公

在1985年《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

些初步设想》的讲话中，提出了“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

理关系组织语文课”的设想，并指出“不能把语文课搞

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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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这一论述准确地

道出了语文课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语文课程知识可以

分为三大类：一是名物知识，如作家作品、常用字词、文

学典故、文化常识等，这是让学生明白“是什么”的知

识；二是方法知识，如造字方法、修辞方法、阅读方法、

写作方法等，这是让学生掌握“如何是”的知识；三是理

论知识，如文学理论知识、古代汉语知识、审美鉴赏知

识等，这是让学生通过探究“为什么”的知识。［7］有的语

文课变成了道德教育课，在形式热闹中忽略了语文知

识，殊不知，语文知识是培养学生言语能力和思维能力

的基础。就语文知识本身而言，它是思维和智慧的结

晶，而其形式是静态的、现成的。但在教学当中，应把

知识看作认识的过程和求知的方法，这是现代动态的

知识观。［8］因此，以语文知识为中介的语文实践是在引

导学生或理解“是什么”的名物知识，或探究“如何是”

的方法知识，或在发现“为什么”的理论知识的过程当

中，理解和建构其学习主体的语文知识，从而将知识转

化为学生的素养。

三、语文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应该始终注重把握教学是指

导和促进学生言语能力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则。可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关注文本，言语积累。2011年版课标中反复

强调，语文课程的建设“应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

统，注重读书、积累和感悟，注重整体把握和熏陶感

染”，并且确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要达到的刚性要

求：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背诵优秀诗文 240 篇

（段），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等。这都突出

了语文言语积累的重要性。

在现实教学当中，有的老师偏重于对语文静态知

识的讲授，而忽略文本的阅读和言语的积累，这是偏离

了语文学习的核心的。如果在教学当中忽略文本，那

么言语积累便失去抓手，学生所学习的语文知识往往

成为空中楼阁，有骨架而无血肉，有理论而无实践，从

根源上忽略了学生语文学习的言语生成原则。例如一

位老师讲授初中课文《范进中举》，用了五幅具有代表

性的插图概括全文剧情发展，进而引导学生分析人物

命运和特点。用看似便捷的方式替代了文本阅读的过

程，由于忽略文本，使得语文学习一直停留在言语实践

的“外围”，学生没有得到言语历练和熏陶。因此，教师

在学生文本生疏、阅读有限的情况下只注重客观知识

教授的做法，甚至通过大量做题试图找到“举一反三”

的规律，这就是古人所讲的“躐等而上”。结果是花了

很大的功夫，得到的却是似懂非懂、一鳞半爪的印象。

［9］厚积薄发、注重博览、关注文本和言语积累是回归语

文教学的言语实践本性的良方。

其次，注重诵读，知言养气。知言养气，源于孟子

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到唐代韩

愈讲求“气盛言宜”，到清代桐城派的“因声求气”，都

强调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言语实践对学习主体精神

的促进和升华价值，是我国传统语文学习方法的典

范。“言”即是文辞之美，“气”即读者阅读文章所产生

的与作者、文本之间的精神共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

鼐认为，“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

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惜抱轩尺牍·与

陈硕士书》），意思即是说学习古文，必须要放声诵读快

读，再慢读，久而久之便能自己悟出其中的意味；如果

只是默默看书，那么终身都是外行人。开明书店创办

人章锡琛先生回忆他的启蒙教育时讲到，开始读书，

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背诵；到了节日，如端午、乞巧、

重阳等，要温书背书；年终要把一年来读过的书全部

背出。张元善先生认为这叫“立体的懂”，其关键就在

于“熟读背出，把所有的书都全部装在脑子里”。［10］即

便不能做到对经典篇目的全部背诵，一定数量的言语

积累的“坦途”无疑还是诵读。通过背诵才能够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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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所指的内容，内化为学习主体

的语文素养和能力，进而在实践当中举一反三。王力

也讲：“背诵是传统的好方法，可以加强感性认识。通

过熟读和背诵，对古代汉语能有更多的体会，不但古

代的词汇和语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对古文的篇章

结构和各大家的风格，也能领略得更加深刻。”［11］

例如一位老师讲授《出师表》第二课时，学生通过

第一节课的学习已经对文章熟读成诵、烂熟于心，因此

在老师引导学生对文章的思想情感进行分析理解时，

学生便水到渠成、信手拈来了。学生每提出一个观点，

都能够纯熟地引用《出师表》原文加以论证支持，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与作者、与文本的对话”。最后老师

和学生分工合作朗诵了全篇，无论在情感和气势上都

达到了审美的境界，使得《出师表》的精神意蕴得到淋

漓尽致地展现。

第三，涵泳体察，精思笃行。“博览”和“诵读”的过

程也蕴含着语文教学“涵泳”“笃行”的方法。涵泳体

察，这是一种整体的言语理解策略，是以学生语文素养

的发展为旨归的语文教学方法。它不像近现代过分强

调科学性的语文教学方法，对汉语语言机制和文学作

品进行肢解性解读。如对词性、句式的科学分析；文学

课也上成了结构分析课，过分关注语文知识的客观性

而失之偏颇。

“涵泳体察，精思笃行”，是力求言语的“内部”与

“外部”的统一，力求在“言尽”与“意达”之间的张力关

系中探其精微，建立起学习者与作者、教材编者、文本

之间对话的“理解场”。曾国藩在《谕纪泽》中讲道：

“涵者，如春风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

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为水，而视此心

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在他看来，解说文义是容

易的，而深入涵泳、体察是真正的读书之法。这里将

读书比喻为春风、清渠对花和稻的润泽，也即教育的

“化之”境界，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语文教学主客一体、

不落两边的交融状态。这里的言语实践性是立足在

学生自身对言意关系的内在体认上的。例如语文课

《故都的秋》，很多老师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理解秋的“悲凉”；但通过对文本的涵泳体察，我们不

难发现，作者“悲秋”的背后是对“故都的秋”深深的眷

恋和热爱，以及他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与况味。因此

文末写到：“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

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这正是身处乱世而恬淡自若的知识分子积极心态的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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