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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哲学视野中的语文课程 
— — 语文课程的一种人文阐释 

、-t—r生--．[z20世纪2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其对 

1膏止传统哲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合理批 
判 ，吸引着众多学人的目光，成为哲学领域 

◎福 建 漳 州 师 范 学 院 黄强军 

⑩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李山林 

道路的权利和要求，这就要求人人都要尊重他人的存 

在、尊严和自由，而不可损害和亵渎这种尊严和自由。 

存在主义重现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严和自由， 

里一株耀眼的奇葩，尤其是其对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关注人性、人情、人生际遇等人生问题，体现了当代人 

人生命运、人文世界的高度关注，对人文主义大旗的 l文主义的基本精神。这对于重新唤起人们的存在意识 

高扬，襄助着当今人文主义教育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一 l与自我意识是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存在主义 

席之地。而作为人文教育主阵地的语文课程引进这一 l“存在先于本质” 的哲学命题对于人文主义教育来 

哲学流派后，语文课程领域返魅了，重新燃起人文主 l说，却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人文主义教育看来，人的存 

义的熊熊火焰。 l在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人生的意义和价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内涵 l值则体现为人的本质追求。人的存在与本质是同一 

存在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其代表人 ：的，他们共同构成人本身，存在即为本质，本质即为存 

物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以及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I在。这就将人的存在与本质统一到对人的充分肯定， 

萨特等人。存在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产生 l统一到对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上来，从而强调了人的 

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狂热地追逐经济利益的 I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存在即为本质”是 

同时，“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人类丧失了 ：比“存在先于本质”更符合人文主义基本精神的哲学 

属于自身的许多东西：“信念遭到嘲讽、理想受到冷 f命题。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和内涵，从 

落、道德濒临危机，情操堕落为欲望，责任与金钱捆绑 I而更好地坚持人文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一起⋯⋯”【̈结果整个世界变得人心惟危。这种状 l 二、存在主义与语文课程 

况使人们感到彷徨与困惑：“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 l 存在主义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和主观意识，关 

应该怎样活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时代召唤 i注人性、人情、人格、人生命运、人生意义和价值等人 

着人文主义的回归，由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不 I生问题，从而高扬起人文主义的旗帜，体现着浓厚的 

断进行探讨和追问的存在主义哲学。 -人文主义色彩。这和语文课程的人文特征是紧密相关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 l的。语文科学是典型的人文学科，需要适当的人文精 

第一位的。存在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的存在通过其 J神来建构和发展。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的语文课程在 

主观性表现出来，人具有独立自主地选择决定自身一 l“应试教育”和“工具理性”的影响和支配下，丧失了 

切的权利和自由。存在是偶然的荒谬的，是不可遇见 这种人文性。长期以来 ，语文课程忽视 “人”的因素， 

和推测的，它是不可以由某种外在的力量所支配和决 l忽视学生的主体精神，把学生当作容器，对其进行单 

定的。不存在决定人的一切的“绝对理念”、宗教或某 l调呆板的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语文课程中到处充斥着 

种神秘力量，唯一能决定人的一切的是人自身。人通 对本来具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人文性特征的 

过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寻，通过对人生命运、人生 l语文知识非要寻求机械单一的所谓 “标准答案”等现 

境遇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和关注来把握自我。这是由人 l象。由此出现了认为只有 “同心协力”才是对“思想 

的存在决定的，是不以其他意志为转移的。人有他自 l一致，共同努力”的正确理解而 “齐心协力”则错误 

身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存在主义认为人的 。的奇怪现象l1 。由于受这种观念和思维的限制，我们 
一 切都是由自己所支配和决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l的语文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应有的个性和创造 

个性和自由，人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生存方式和生活 l性，变成“师云亦云”、“书云亦云”的复印机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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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本来应该有的主动性和人文性。因此，1997年底 

《北京文学》发表了三篇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在全 

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语文教育成为社会的众 

矢之的。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通过对语文教育的 

深刻反思，语文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01年，教育部颁 

发了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由此掀 

开了语文课程改革的高潮。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 

是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 

因此，应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 

价值取向，同时也应该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 

体验。”这就充分地肯定了语文课程人文性的特点。 

语文学科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具有浓厚的人文主 

义色彩。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其人文主义内涵，高度重 

视其人文性教育，语文课程召唤着人文精神的回归。 

存在主义的出现恰好适应了这一召唤和需求，体现了 

人文精神的回归。存在主义涉及的人生问题与语文课 

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比如，死亡问题是存在主义的 

基本问题，是人生的重大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人生 

就是一场大悲剧，只有处于畏惧、烦恼 、死亡状态时， 

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存在。”_3 J瓦尔特也说：“死亡创造 

了责任，正因为如此，也创造了人的尊严。”波普尔更 

是指出：“正是每时每刻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使我 

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存在主义的这些精辟论述 

说明了死亡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存在即为本质”，正 

是由于有死亡的存在，才使人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才引起人们对存在与死亡的深刻思考。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死亡即是存在，一个旧我死亡了，一个全新 

的自我由此诞生了，这就使死亡问题常常成为人们苦 

苦寻思的问题，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人存在的本 

质。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常常将这种思考对象化为文 

学、艺术等，并以作品和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以人 

文性为基本特点的语文课程必然吸纳这种与人生关 

系密切的作品和思想，表现其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从而深刻地体现人的本质。又如，存在主义关于人 

的有限存在的问题。这是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又 
一 问题。存在主义认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必须抓紧 

时间，把握现在 ，做些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才不枉来 

这人世间走一遭，这也是由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它反映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共同思考与探索，体现了 

人文主义的精神。因此，人的有限性问题也是语文课 

程所应关注的问题。再如，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我认 

同的问题，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高度关注与珍惜，由 

于其同属于人文主义的内容 ，因此也是语文课程不容 

回避的问题。存在主义认为，人具有主观性，人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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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尊严和自 

I由。人的生命应该受到关注，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这 

I就体现了存在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的人 

文精神。语文课程要体现其人文性的特点，就必须关 

J注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关注生命的存在与价值问题。 

}事实上，《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感悟生命》等作 

1品进入语文课程后一直受到学生的欢迎，就是人的生 

I命意识得到张扬的体现。另外，存在主义的其他问题 

}如存在的偶然性、荒谬性问题，则体现了人生的虚幻 

l和飘渺，有着共同的人文主义的心理基础。这也是作 

：为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语文课程也必然涉及和 

l关注到这些问题。课程改革后，人教版新编高中语文 

l教材选编进庄子的《逍遥游》等作品就是非常明显的 

l例子。 
三、存在主义的语文课程观 

} 1．存在主义语文性质观。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即 

l为本质，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体 

0现为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追寻。人性 、人情 、人 

l生境遇和命运、人的形象、人的精神境界、人格力量等 

I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所以，要“使教育形成一个 

1人”就必须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学生思考和探索这些 
r 问题，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掘出人文主义的具体 

f内涵，促进学生人文意识和主体精神的觉醒与复苏， 

I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语文课程作为一种人文学科 

l课程，自然要关注人生问题，体现对人文世界的探索。 

：人生的喜乐悲愁，人生的虚幻飘渺，人生的奋斗与艰 

l辛，人生的索取与奉献，人生的崇高与卑下，人生的有 

l限与无常等等都是语文课程所必然要涉及的问题，而 

!这些都体现了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在存在主 

I义看来，语文课程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学科，人文性是 

}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 

l 2．存在主义语文目的观。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具 
。 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动物，主观性是他的本质属性。作 

l为 “万物之灵长”的人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他有 

l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独特个性的各 

1种各样的人的存在构成了丰富复杂 、多姿多彩的人类 

1世界。因此，教育必须非常重视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l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使学生养成正确对待 

l生活的态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真诚选择 

和决定的态度以及责任感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 

l重视每一个学生的存在，尊重其个性和自由，培养他 

{们敢于自由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敢于说真话，敢 

l于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敢于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的态度。所以，随着存在主义影响的深入，语文课程要 

I实现这些要求，就必然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黄强军 李山林：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中的语文课程——语文课程的一种人文阐释 

养摆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使语文课程的目标体现人文 

教育的基本精神。在语文课程目标的确立上，雷实指 

出：“通过语文教学，从小就应培养少年儿童通过听 

说读写主动获取信息，并能分辨正误 、好坏，在日常言 

语交际中做到互相理解和关心，学习摆事实、讲道理， 

独立思考，不屈从也不固执 ，确立文责自负、言而有信 

的基本态度等等。这类 目标已不单单是技能培养，而 

是一代好文风、一代好人风的培养。未来的语文教学 

必须将此置于重要地位，确立这一方面的要求。”l5 

重视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情感 、态度 、价值观”的 

培养．把培养学生真诚、自主选择和负责的语文学习 

的 “态度”作为语文课程目标的重要方面，体现了 

“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存在主义”关于人 

文教育的目标取向的。 

3 存在主义语文师生观。存在主义非常重视个人 

的主观性、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思考 

方式。作为一个个存在着的个体，每个学生都有自己 

的主观想法和思想意识，他们都有决定自己一切的权 

利和自由。所以，在存在主义看来，在教育过程中，教 

师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自由，让学生自由地发 

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使学生得到无拘无束的发 

展。教师的作用在于“提供”知识，而不是“强加”知 

识。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不能主观武断地把他的 

思想意识 、主观情感强加给学生，而只能是引导和帮 

助学生 自主地判断和选择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存在 

主义师生观是要求破除 “教师中心”而确立 “学生中 

心”的。引进这一观念对于我们的语文课程无异于一 

场及时雨。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强调教师的权 

威，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强加给 

的各种知识，使学生成为亦步亦趋 、不敢有 自己的思 

想和看法的师云亦云的 “留声机”。这样培养出来的 

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因而很难适应时代社会的 

需要。语文教育要革除这些弊端，就必须以 “存在主 

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观点为依据，加强师生之间的 

对话与交流，牢牢树立 “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观，以 

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4 存在主义语文知识观。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 

在与人的精神世界 、人格世界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 

系。存在主义的课程是以人文知识为重点的课程。人 

文知识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生活的悲剧 

和喜悦，人性的卑下与崇高，人生的荒诞与意义等人 

文世界的东西。人文知识比其他知识更能洞察和发展 

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它应该成为课程所关注 

的重点。对于语文课程，斯卡金特指出，与数学 、历史、 

地理等其他学科不同，语文科 (subject)对应的不是 

l一门或几门学科(discipline)，而是听说读写的活动。 

I听说读写的活动涵盖着语言、言语及作品，本质上等 

l同于“人的生命活动”⋯。既然语文科是关于“人的 
一 生命活动”的学科，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关的人文 

J知识就更应成为语文课程的当然内容。但是存在主义 

l认为的人文知识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不应该 

l当作机械的现成的知识直接灌输给学生，而应当根据 

I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选：泽和建构 ，以此促进学生 

l的自我发展，实现其人生理想和追求。因此，语文课程 

l也必须充分地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以建构合 

理的人文知识为己任。这是以存在主义为取向的语文 

I课程所坚持的知识观。 

I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语文课程 

l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每个学生都可 

：以对这些内容进行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是由语文课 

J程的人文性所决定的。语文课程要培养具有独特个性 

l和创新精神的学生个体，就必须发挥其人文性的内 

l涵，重视课程中“人”的因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I用，增强其对生活 、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以 

l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和全面素贡的提高。 

J 存在主义适应语文教育培养具有独特个性和丰 
一 富人文素养的学生的要求，高度重视人的存在，重视 

1人的主观性和独特性的发挥，始终关注人性、人情、人 

l生境遇等人生问题，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 

l的回归。存在主义之于语文课程，体现了人文精神的 

召唤和回归，语文课程吸纳存在主义的思想观念，对 

l于发掘其人文性内涵，以及促进师生人文意识的觉醒 

l和复苏等方面必将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存在主义之于语文课 

l程，就在于高度重视人的存在，将人文主义的和风细 

I雨潜移默化进人们的头脑，促进语文课程观念的洗涤 

l和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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