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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为数不多的博导之一，靳健

老师的经历和学养可谓独树一

帜。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靳老师

笑谈自己的“中国之最”：出生于

红军长征会师地、只有一条泥泞

街道的中国最穷县城。上高中时

赶上文革，从 1968 年下乡插队到

1977 年恢复高考，成了劳动时间

最长的中国知青。由村级小学低

年级复式班起步，教小学生、中学

生、大学生、硕士生，一直到博士

生，一个年级都没有落下。在西北

师大任教期间，申请并招收了文

学院首届语文教学论硕士研究

生、教育学院首届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博士研究生。这些特殊“之

最”的背后，有着他对人生和事业

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努力，用靳健

老师的话讲，可谓是“阅尽了人间

春秋”，在常常面临“行到水穷处”

的困惑时，又有了“坐看云起时”

的豁然开朗。如果用一句话描述

靳老师，“素以为绚”大概是再恰

切不过了。《诗经》中的“素以为

绚”“绘事后素”，是说纯净的底色

永远是人生最真实的况味，在素

淡中方能显现生命的绚丽。

一、在享受上课的过程中开

展语文教学研究

“我喜欢上课，喜欢享受教学

过程，喜欢学生的求知眼神传递

给自己的那种心灵快乐。”这是靳

健老师常说的一句话。1982 年大

学毕业，被分到以“苦甲天下”而

闻名的定西县当中学教师，这一

干又是十年。他喜欢钻研教学，用

朴素的“循序渐进、学以致用”思

想引导学生的学习过程，《甘肃日

报》曾在头版以“初中生语文水平

达到高中程度”为题报道了他的

中学语文教学实验。1992 年起到

西北师大任教，他把“学以致用”

又带进了大学课堂。2000 年去英

国剑桥和香港大学参加培训，回

来后他又把“参与式学习”引进了

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培训的课

堂。靳老师虽然是教授、博导，却

坚持每年为本科生开设大教育选

修 课“中 国 语 文 教 育 发 展 史

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中的国

学学习哲学”、“语文学习心理活

动研究”和“参与式语文教学智

慧”，这些都是靳老师的原创课

程，很受学生的欢迎。

新课程改革伊始，在新疆的

维族班级、青海的藏族中学、宁夏

的回民学校、甘肃的农村课堂和

国家级新课程实验区的许多中小

学，靳老师和他的研究生们在调

查、在听课、在记录着各族教师和

学生的需求和忧虑。“新课程要求

推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听起来很好，如果影响了学生

的高考成绩谁负责任？”这是各地

的教育局长、校长和家长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仅有漂亮的宣讲是难以服

人的。从 2001 年开始到 2010 年

结束，靳老师选择了兰州市的一

所高三补习学校，另外联合省会

一所重点中学和一所农村中学的

素以为绚：坚守语文教育的本真境界

筅赵晓霞 郭俊奇

———记语文教育专家靳健教授

靳健，男，汉族，甘肃会宁人。1982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语文课程

与教学论方向的研究工作。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

会理事长。先后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语文课程研究》《语文教育的哲学转

向与实践创新研究》等 3 部专著，主编《现代语文教育学》《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 8 部教材。研究项目获

甘肃省高校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 1 项、省级二等奖 2 项、省级三等奖 2 项，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3 项、甘肃省高校

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 项、甘肃省优秀图书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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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语文教师，尝试将与新课程

理念契合的参与式学习理念引入

中学语文课堂，开始了长达 10 年

的教学实验。项目的阶段目标预

设每年的高考语文平均成绩实验

班级比兰州市高考均分高出 5

分，实际上高出 6－15 分，实验效

果是令人欣慰的。10 年教学实验

期间，靳老师每年都亲自为中学

生上课，终于以令人信服的结果，

把被人讥讽为“分组讨论 + 大白

纸”的形式主义参与式，改革成了

“有语文知识问题情境、有语文

思维历练过程、有审美情感体验

活动、有言语产品分享时间”的

促进学生语文智慧发展的参与

式。靳老师认为，教学研究的目

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

文成绩，但是提高语文教学的质

量肯定是学生获得发展的必然条

件。靳老师常说：“我们的专业理

论研究一定要接地气，要经得住

中小学课堂的检验。如果只是为

了升职称，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

东西，久而久之，我们的专业便会

消亡。”

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

展语文课程研究

靳健老师善于通过中西文化

的比较来研究我国语文课程的发

展。从他发表的研究古代语文课

程的系列论文和研究现代语文课

程的“百年回眸”系列论文中，可

以领略到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

从他编写的教材《现代语文教育

学》《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

与教学论》的名称上，也可以感受

到其中中西文化对话的意蕴。

靳健老师对传统语文教育的

研究可谓用功甚勤，不但用“诗

教”和“文教”为中国古代语文课

程命名，而且梳理总结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古代语文教育思想和教

学方法。他认为，从课程特征的角

度看，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经历了

“诗教课程”到“文教课程”的演变

历程。从先秦百家争鸣到唐宋古

文运动前这一阶段的母语教育活

动，可以称之为“诗教课程”。所谓

“诗教课程”，是以孔孟儒学的育

人标准，以《诗》的审美趣味，净化

美化学习者的品德情操, 历练涵

养学习者的言语行为的母语教育

实践过程。“文教课程”则主要是

指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清朝终结这

一千多年的母语教育活动。所谓

“文教课程”，则是以唐宋儒学的

育人标准，以唐宋古文的审美趣

味，净化美化学习者的品德情

操，历练涵养学习者的言语行为

的母语教育实践过程。相较而言，

以和谐为中心，在自求、自省、自

克、自成中涵养美丽人生，是诗教

课程的核心理念；以教师为中心，

传道、授业、解惑是文教课程的核

心理念。“诗教”和“文教”的命名，

为现代人展现了一个清晰而又名

实相符的传统母语教育的状态和

性质特征。围绕“诗教”“文教”，靳

老师总结出了“兴观群怨”（孔

子）、“知言养气”（孟子）、“吟诵博

览、提要钩玄”（韩愈）、“章句训

诂、讽咏涵濡”（朱熹）、“知行合

一”（王阳明） 等古代语文学习过

程。如孔子的“兴观群怨”揭示了

诗教实践的基本过程：创设情境

—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得体表

达。这一学习过程在今天看来仍

然具有进步的教育教学价值。古

代的诗教和文教，关注的是“人”

的发展，学习语文的目的不仅仅

是为了传承文化和掌握语言工

具，更主要的是通过识字、写字、

诵读、解惑、作文等言语实践活

动，形成学习主体的体验感悟能

力和语文能力，进而促进“人”的

良好个性品质的发展。

靳老师对于现代语文课程的

研究可谓独辟蹊径，他运用心理

学、教育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

制论及方法论来研究和建构语文

课程理论体系。他认为，1904 年国

文独立设科到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这一阶段是国语、国文课程的

发展时期。国语、国文课程是以“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为

宗旨，借鉴国外的学制、课程设置

与教学策略，以语体散文为主要课

程资源形式，历练变革学习者的

言语行为的教育实践活动。以知

识为中心，促进由文言文向语体

文的言语学习范式转型，养成科

学的思维方式，是国语、国文课程

的核心理念。这些构想是比较先

进的，但由于社会时代的制约，没

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

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

解放以后就没有停止过。靳老师

认为，语文课程是处在动态发展

中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言语实践课

程，以不同的视角来观照之，就有

不同的理解。他从国家、学校、教

师、学生等不同维度，界定了语文

课程的不同内涵和教育功能。如

从学校的角度讲，语文课程是学校

遵照语文新课标，以语文知识为

中介，涵养学生的言语能力、思维

能力、审美能力及其情感态度的

实践活动；主体性、言语性、思维

性、知识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

征；积淀知识、历练言语、建构思

维、实践审美和发展个性是语文

课程的主要任务。这种认识，从清

晰性、科学性、操作性和语文本体

论视域看，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意

义的尝试。

语文课程评价中的“有效性”

问题，是近几年人们讨论的焦点。

很多文章谈及的有效性，或者是

个人的感觉和体会，缺乏科学性

和理论依据；或者是硬套西方的

教育研究方法，远离了语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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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教育功能。靳老师独辟

蹊径，将基于反射弧理论的结构

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学习理

论，基于负反馈理论的系统论、信

息论、控制论及其方法论，基于脑

科学的人的创造性发展理论进行

比较和重构，紧密结合语文课程

的内容与学习任务，提出了“语文

学习心理过程的负反馈环路”理

论（《现代语文教育学》，甘肃教育

出版社，1997 年版），将学习过程

的内化（思维操作）—外化（语言

表达）—强化（知识刺激）建构成

为螺旋式发展的有效性学习方法

论，突破了原结构主义、机能主

义、行为主义各执一词的学习理

论。靳老师还提出了“语文课程内

容目标系统”理论，从语文知识、

思维过程、言语实践、情感行为诸

方面建构了一个具有清晰性、有

序性、关联性和操作性的内容目

标蓝图。其中“语文知识”维由名

物知识、方法知识、理论知识 3 个

层级目标构成；“思维过程”维由

识记、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

论 6 个层级目标构成；“言语实

践”维由聆听、阅读、对话、写作、

探究、审美 6 个层级目标构成；

“情感行为”维由意愿、行动、批

判、建构、创造 5 个层级目标构

成。如果从每个维度选择一个层

级目标，将形成一个促进学习者

发展的具体的语文实践情境；如

果按照由易到难的层次选择学习

目标，将为学习者展示一条生生

不息的开放性奋斗之路。

三、在哲学研究的引领下开

辟语文教育新境界

靳老师上课喜欢开玩笑：“我

国文化典籍的核心著作是‘五经’

和‘四书’，实际上是两个语文教

师的教案，前者是孔子的教案，后

者是朱熹的教案。”他认为，有思

想的教师不仅会教书，更重要的

是能够穿越时空启迪人们的心灵

和智慧。语文教育工作者除了学

习专业书本外，还需要阅读一些

中外哲学著作。“五经”和“四书”

是古代哲学著作的经典，另外像

《老子》《庄子》《坛经》《传习录》也

应该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必读

书。读了这些书，就知道什么是中

国传统文化，就不会数典忘祖。对

西方的哲学著作，也要读一些，像

萨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

尔、利科、罗蒂、格里芬等人的哲

学著作。读了这些书，就不会夜郎

自大，固步自封。如果去听一听靳

老师的“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

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中的国

学学习哲学”和“语文学习心理活

动研究”两门课，你就会感悟到哲

学思辨的魅力，体验到人类智慧

的教育意义。

靳健老师认为，我国的教学

论从起步阶段就是对西方教学论

的模仿和移植，一百多年来，由于

伦理性、知识性、主体性、对话性

等哲学价值观的不断转向，我国

教学论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也随

之发生着变化。由于改革开放促

进了我国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

巨大变化，由于西方世界对古代

东方文明的关注，我国教学论面

临着对西方哲学价值观的扬弃，

并将超越和创新古代传统，迎来

主客一体哲学教学论的新时代。

主客一体教学论提倡“一心二门、

十字打开”：一是人的发展必须向

内收摄，对话“良心”，呵护和发展

人性的良知萌芽，在“至善实践”

中建构人与自身的存在性关系；

二是在人生坐标的一边向外打开

“科学实践”之“真”门，学习和掌

握生涯发展必需的科学文化知

识，建构人与知识的文化性关系；

三是在人生坐标的另一边向外打

开“生态实践”之“美”门，建构人

与环境、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这

样，人生坐标的纵横方向就会自

然“十字打开”，一条融真、善、美

为一体的人生之路便畅通了。

如果用“一心二门、十字打

开”来审视语文课程改革现状，就

会发现语文新课标中缺失了“学

什么”的内容目标，一百多年建构

起来的语文知识体系所剩无几，

语文教学和考试成了“感觉化”的

东西。也就是说，科学实践的“真”

门被关上了。道德教育是实践的、

自律的，语文教科书以“道德主

题”组元，他律的道德说教成了

课堂的普遍现象，教师很煽情，学

生发言很热烈，可是远离了语文

教学借助知识历练言语的本真实

践，这样学生收获甚少，又违背了

道德自律与实践的根本原则，也

就是说，道德实践的“善”门被关

上了。

在《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一书中，靳健老师

明确提出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是一个主客一体的理性实践系

统”的观点。语文课程是教师、学

生、教材、实践范式、学习环境、新

课标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共通体，

是在对话中促进学生积淀语文知

识，历练言语能力、思维能力、探

究能力、审美能力及其情感态度

的实践活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既是研究语文课程的理论，又是

参与语文教学的实践，理论与实

践就像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彼此不

能分离，主客一体则一荣俱荣，主

客分离则两败俱伤。他希望在“中

西合璧、古今融通”的开阔视野

中，给学习者一种全新的学习实

践和全新的自我实现。

（作者赵晓霞系西北师大教

育学院博士、副教授；作者郭俊奇

系西北师大教育学院博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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