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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知识内容建构的三个层面 
黄强军 

语言知识体系由于片面强调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已明显不适应语言学习和课程发展的要 

求，因此，为适应语言知识观念更新和语言知识内容 

重构的要求，“语言知识内容结构”的建立势在必 

行。根据对我国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考察，同 

时借鉴国外母语课程对语言知识内容的处理，笔者 

认为，可以将“语言知识内容结构”分为原理层、工 

具层和实践层三个层面。 
一

、原理层 

原理层面的语言知识主要讲述语言的本质、特 

征、变迁以及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等。这一层面的语 

言知识内容处于语言知识内容结构的底层，同时又 

贯穿于整个结构运动的全过程，其具体内容向内延 

伸到整个层面的情感态度等因素，向外延伸到与它 

相交的其他语言知识层面，与其他层面的语言知识 

内容结合起来共同运用到语言生活中去。因此，这 
一 层面的语言知识是开放的，它们延伸到学生学习 

语言、进行语言生活的全过程，在学生理解和运用语 

言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语言知识体系一般没有区分出这种层面 

的语言知识，也不大注意学生对语言知识形成原因 

和过程的理解，而只是强调对这些语言知识本身的 

记忆和掌握，所以学生对许多语言知识都是只知其 
一

、不知其二，不能很好地掌握并熟练地运用它们。 

二、工具层 

工具层面的语言知识主要指在阅读、写作、口语 

交际等语言活动中可能用到的，作为语言活动的凭 

借和工具的语言知识项目和要素，其具体内容是语 

音、词汇、语法规则等知识。这一层面的语言知识内 

容是在原理层语言知识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们与原理层语言知识内容结合起来，向内延伸到 

所有可能在语言活动中用到的语言知识内容，向外 

又延伸到实际运用语言的活动中，结合实际运用语 

言知识的情态、意义、使用场合等因素，和实践层面 

的语言知识内容发生联系，然后直达语言生活。 

工具层的语言知识内容关注语言知识在实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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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运用中的有效性，强调的是能够真正作为工具在 

语言生活中使用、对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素养起作 

用的语言知识内容。因此，这些语言知识注意和实 

践层面语言知识内容的结合，注重语言知识的情感、 

态度等因素。这从国外许多将语言知识作为工具来 

使用的语言知识项目可以看出来。例如法国《初级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其课程内容中的一个大项是 

“阅读、写作、口语训练的语言工具”，它对“词汇”的 

规定是：“丰富词汇量，尤其是表达时间、空间和感 

觉的词汇；词汇分析(常义和特殊义、同义词、对偶 

词、反义词)，词汇的构成(前缀、词根、后缀)，词源 

(希腊、拉丁词根)。”其中就注意到了语言知识在具 

体使用中的时空、语气、情感等因素。 

三、实践层 

实践层面的语言知识是指人们在实际运用语言 

的过程中涉及的语用知识、具体语言事实和现象、学 

习和运用语言的策略态度等，其中也包括语感等对 

语言的实际理解和运用产生影响的内容。这一层面 

的语言知识内容非常丰富，延伸的范围很广，处于语 

言知识内容结构的较高层次，与语言生活也挨得最 

近，它们与其他层面的语言知识内容一道，和语言生 

活直接相通。同时，实践层面的语言知识内容又和 

其他层面的语言知识内容有着直接的相交，往往是 

原理层和工具层语言知识内容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只是它们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和语言生活的接触 

更为直接，对语言生活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罢了。 

这一层面的语言知识通常蕴涵在阅读、写作、口 

语交际等知识中，与其他层面的语言知识不同的是， 

它们与人们实际运用语言的活动直接相关。例如， 

在“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这样的阅读活动中，直接相关的语言知识就涉及关 

于朗读的语气情态等的语用知识，关于朗读中运用 

声调等语言知识的策略、方法，关于朗读的具体语言 

事例等，这些都属于实践层面的语言知识；而重音、 

声调、停顿等语言知识是在实际阅读中作为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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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实践的角度看语文课程 

知识系统的建立 
黄厚江 

一

、服务教学应该是建立语文课程知识系统的 

唯一宗旨 

那么，语文课程需要建立怎样一个学科知识系 

统呢?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文学科 

课程知识的基本范畴，二是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应该 

具有的特点。 

对于前者，上个世纪8O年代前后有一个八字归 

纳，即“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无疑是狭 

义知识观在语文课程中的体现，今天看来远远不够 

全面。上文说过，本文的知识概念，是介于狭义知识 

观和广义知识观之间的中位理解。这个狭义的八字 

知识显然不能满足语文教学的需要。我们认为，语 

文课程的知识系统必须包含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 

识两个方面，但又不是语文学科全部内容的涵盖。 

从陈述性知识的角度看，它应该包含语言知识、文章 

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等，而其中每个方面又可 

能包含许多小的类型，比如语言知识既包含语法知 

识又包含修辞知识，语法知识既包含现代汉语语法 

又包含古代汉语语法。而从程序性知识的角度看， 

它应该包含阅读知识、文学欣赏知识、文学批评知 

识、写作知识等，其中每个方面也可能包含许多小的 

类型，如文学作品的阅读又包含诗歌阅读、散文阅 

读、小说阅读等。对于语文课程的知识系统范畴，我 

们这里只是略作举例说明而已，而不是全面的论述。 

我们以为，这个知识系统应该有这样的特点： 

1．简约 

语文学科知识系统范畴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 

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对于中学生来说，所需要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需要了解其常识，不 

需要全面了解，不需要系统把握，更不需要深入研 

究。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很可能使知识系统的作用 

适得其反。过于复杂化和系统化，很容易导致教学 

以知识为中心。新课程改革前之所以形成以知识为 

中心的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是和有些知识系统的 

复杂不无关系的。比如语法知识，仅仅是短语结构， 

就很复杂，要分出十几二十种类型，加之高考试卷命 

题的消极导向，竟然把成语的结构分析放在命题之 

中，终于使中学的语法教学走进了死胡同。如果还 

要建立中学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首要一条是简单 

易懂，要求清楚、易于接受、便于教学。 

2．实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知识都有用。但在一 

定的范畴内又不是如此。这里的“实用”，指的是对 

学生的语文学习有用，而且主要是中学的学习有用， 

对中学的语文教学能起比较直接的作用。所谓有 

用，就是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帮助解决有关的问 

题。而在旧的知识系统中，有很多内容是没有多大 

用处，甚至就是没有用处的。比如前面说到的分析 

成语的结构有多大用处呢?几乎没有。再比如短语 

知识使用的，属于工具层面的语言知识；至于为什么 

要用重音、重音的具体情况等则是探究语言知识来 

龙去脉的，属于原理层面的语言知识内容。其实这 

三个层面的语言知识都对具体的语言实践活动产生 

影响，而且通常是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一种语言活动 

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实践层面的语言知识是和具 

体的语言活动发生最直接联系的部分，对具体的语 

言活动起着最直接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这三个层面的语言知识是相互联系 

而又有所区分的，同一个语言知识在不同的层面可 

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三 

个层面的语言知识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 

构成一种开放、动态而有活力的“语言知识内容结 

构”，共同对学生的语言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形 

成学生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母语的能力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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