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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是我 国著名 的文学 

家 、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公 

认的语文教育家。作为我国语文教育 

界的老前辈，他对语文教育毕路蓝缕 

的开创性工作，给我们的语文教育理 

论和实践提供了具体而切实的指导。 

他在语文课程领域所做的工作及其阐 

述的深刻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语文课 

程建设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语文性质观。对语文课程性质的 

认识，历来有 “工具性”和 “思想性” 

“人文性”之争。叶圣陶先生在1963年 

发表于 《文汇报》上的 “认真学习语 

文”一文中谈到：“什么叫语文?平常 

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 

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 

语言。把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 

起说 ，就叫语文。”这是他关于 “语 

文”的最基本的论述。人们也往往把 

它作为对语文学科性质判断的重要依 

据。许多人据此认为，叶圣陶先生的语 

文课程性质观是 “工具性”。他们认 

为 ，既然 “语 文”是 “口头语 言”和 

“书面语言”的合称，而语言是人们进 

行交际活动的工具，所以，语文的性质 

应该是工具性。但是，也有人认为，叶 

圣陶先生这里所说的 “语言”不是指 

含有语法规则的停留在口头和书面的 

“死”的语言，而是指在交际的具体情 

境之中实际运用的 “活”的语言。准确 

地说 ，这里的 “语言”应该叫做 “言 

语”，也就是语言的实际运用。持此观 

点的论者认为，“语文”就是 “言语”。 

由于言语与人的生命活动 、精神活动 

密切相关 ．言语的实践活动又与作为 

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的语感有着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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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所以言语活动是人的生活世界 

的生动反映，人文性是言语的本质属 

性 (王尚文 )。这些人认为，语文的性 

质就是人文性 ，这是他们对叶圣陶先 

生的语文课程性质观的理解。其实，叶 

圣陶先生的语文课程性质观是以工具 

性为主，同时强调其思想性，也不忽视 

其人文性的语文性质观。关于语文的 

工具性 ，叶圣陶先生有一段明确的论 

述：“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 

到某个目的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 

工具，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交 

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是 

分不开的，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 ，不能 

凭空想。可以说，不凭借语言的思想是 

不存在的。”这里的 “语言”包括 “口 

头语言”和 “书面语言”，就是叶圣陶 

先生对 “语文”的理解。在《认真学习 

语文》中，叶圣陶先生谈到：“就学习 

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 

容 的工具又是另一方面⋯⋯学习语 

文，这两方面都要认真对待。”可见， 

叶圣陶先生是既重视语 文的 “工具 

性”，也不忽视其 “思想性”的。不仅 

如此 ，叶圣陶先生还多次强调语文的 

“思想性”：“文章没有写通，主要由 

于没有想通，半通不通的文章就反映 

半通不通的思想。⋯‘语言是思想的定 

型”，写出来的、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包 

含一定的思想的。由于语言本身的这 

种思想性 ，语言的本质说到底是 “工 

具性”和 “思想性”的统一 ，这就是叶 

圣陶先生对于语言 (语文 )课程性质 

的认识。对于语文课程的 “人文性”， 

叶圣陶先生也是充分地注意和认识到 

了的。叶圣陶先生在坚持语文 “工具 

性”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语文课程 

丰富人文内涵的重视。如他在《经典 

常谈 ·序 》等文章中提出了要加强中 

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涵养其人文素 

养的主张。可见叶圣陶先生是承认并 

重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特征的。 

语文目的观。对于语文课程学习 

的目的，叶圣陶先生指出：“学语文为 

的是用 ，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 

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 

前写得通顺 ，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 

进一步说⋯⋯对于从事工作和培养品 

德都有好处。⋯ ‘学语文为的是用”， 

这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取向。叶圣陶先 

生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 

响，提出学习语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将 

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重要观点。 

在学习了阅读之后，能够阅读一般的 

报刊文章；在练习了写作之后，能够与 

他人通信，写一般的应用文体；在学习 

了说话的技能后，能够顺利地与他人 

交流；在听了别人的讲话后 ，能够抓住 

人家说话的大意，领会人家的意思。学 

习语文的目的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正 

常的与他人交流，顺利地进行听说读 

写的活动，这是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 

课程 目的的基本观点。叶圣陶先生十 

分重视语文的 “学以致用”，主张灵活 

地联系日常生活来学语文。语文教育 

要为社会服务 ，要为生活服务，这也是 

叶圣陶先生一贯的主张。 

语文教材观。关于语文教材的编 

选问题，叶圣陶先生做出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和尝试 ，提出了许多明达的论 

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语文教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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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认识。叶圣陶_先生存深入探索和 

了解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及巾小学 

生的心理特点之后 ，提 了语文教材 

的 “凭借说”和 “例子说”这两个著名 

的论点。他多次指出：“教材仅是教学 

的凭借。”“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 

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 

就是国文教材。⋯ ‘语文教材只是些例 

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要读的同类书 

中举出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 

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文奄，也就大 

概能够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 

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 

文教本人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 

书。”叶圣陶先生将教材当作阅读其 

他各类书的一个凭借，一种手段，认为 

教材的功用只是为了从中获得关于读 

写的知识和方法。这种凭借教材和课 

本作为例子来实现教学 目的的教材 

观 ．是一种能增长学生的实际解决问 

题能力和灵活运用语文能力的教材编 

辑思想。通过这种思想，语文教学的方 

法、师生之间的关系、语文教学过程等 

方面都要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这种 

思想，“教教材”的观念逐渐为 “用教 

材教”的思想所代替。在这种思想的 

指导下 ，学生通过对教材的学习，能够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达到阅读其他的 

书籍、写作像样的文章、顺利地与他人 

交流的目的，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增长 

语文能力。 

语文学习观。根据大课程论的观 

点．关于学习理论的观点是课程论的 

重要内容和方面。因此，语文学习方 

法、语文学习习惯等与语文教育密切 

相关的范畴和概念也应是语文课程论 

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所谓语文学习方 

法，就是学习者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 

接受和运用到学习中去的，以促使自 

己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不断提高的 

措施和方法。所谓语文学习习惯．是指 

学习者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在教师 

或他人的指导下，或者通过自己的探 

索逐步形成的对于语文学习活动的比 

较稳定和持久的行为方式。注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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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学习方法 、培养良好的语文学 

习习惯是提高语文学习效率的重要途 

径。这两个方面重视的程度与否，直接 

关系到学生学习语文的效益和质量 ， 

也关系到语文课程能否顺利的实施 。 

随着人们对语文课程认识的深化 ，他 

们越来越受到语文教育界人士的关注 

和重视。因此，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 

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成了当前语文教 

育的热点问题。而且，还有人把他们当 

作语文课程内容引进教材 ，更为直接 

地指导着学生的语文学习。可见，语文 

学习方法和语文学习习惯是极为重要 

的两个方面。叶圣陶先生作为一个对 

语文课程有着深刻理解和丰富教学经 

验的语文教育家，始终没有忽略对语 

文学习方法和语文学习习惯的探索与 

研究。在他的语文课程论思想里，时时 

散见着他关于这两者的重要论述。如 

在阅读学习方面，叶圣陶先生指导了 

许多重要的学习方法 ：精读与泛读相 

结合．经常翻查字典 、词典 ，利用参考 

资料，多多思考等等；在写作方面，他 

重视积累的学习方法，提出语文学习 

应与生活相联系，认为：“写文章不是 

生活上的一种点缀 ，一种装饰，就是生 

活本身。”他指出，练习写作必须经常 

记 日记、作读书笔记。他还主张语文学 

习应与听说读写结合起来，调动全身 

的感官如眼、耳 、口、手等，以促进语文 

能力和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叶圣陶 

先生注意吸取传统语文教育思想中的 

精华，传统语文教育思想中许多重要 

的学习方法 ，如吟诵 、涵泳 、感悟 、自 

得、摘抄等，都被叶圣陶先生作为有效 

的学习方法介绍给学生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许多精辟而深邃的见解和主 

张。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学习的观点 

是丰富而具有真知灼见的．而他关于 

语文学习习惯的论述同样是中肯而合 

理的。他认为，语文学习是依赖于积累 

和学习习惯的养成的。也就是说，听说 

读写的能力是在平时的点滴积累和良 

好学习习惯养成的过程中形成的。语 

文是点滴生活的体现 ，“语文学习的 

．  

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与生活 

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因此，语文学习 

应注重生活的积累，应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这是叶圣 

陶先生一直加以强调和重视的关于语 

文学习的重要观点。 

语文评价观。叶圣陶先生认为，对 

语文课程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在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就有两篇 

是关于语文考试和评价的文章。关于 

语文课程的评价问题，首先应该明确 

的是评价的目的。 “为什么考决定了 

为什么教和为什么学。教学语文的目 

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 

能力。”(顾黄初 )所以，考试的目的 

也应是检验教与学是否培养和提高了 

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叶圣陶 

先生对 “以考试为游戏”，不以学生的 

实际能力为考查重点，而采取僵化呆 

板的形式来考查学生的现象极为不 

满。他认为，考试和评价的目的是检验 

教学的效果．为师生提供正确的反馈， 

以促进学生实际能力的增长和教师教 

学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考 

试不仅是考学生 ，同时也是考 自己 

了。”这就是说，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课 

程评价观不仅着眼于对学生的评价 ， 

而且注重对教师的评价；不仅着眼于 

对学生掌握的语文知识情况的评价 ， 

而且注重对学生语 文能力的全面衡 

量。另外，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评价观具 

有高度的灵活性 、多角度性。他说： 

“考查的方法有很多 ，如背诵 、默写 、 

减缩 、扩大、摘举大意、分段述要 、说明 

作法 、述写印象⋯⋯”叶圣陶先生在 

这里举出了许多种语文考查方式 ．考 

查形式灵活多样，注重从多角度考察 

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这是一种综合评 

价的方式，有利于全面考查和综合评 

估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质。所以，综合 

性、灵活性、注重对学生实际语文能力 

的考查是叶圣陶语文课程评价思想的 

基本特点。■ 

(责任编辑 鲁 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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