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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存在形态 

黄强军 杨孟权2 

(1．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2．湖南省新化市上渡办事处中学，湖南 新化417600) 

[摘 要]语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内容，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有三种存在形态，即“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 

容”、“课本建构的语言知识内容”和“课堂创生的语言知识内容”。区分语言知识内容的三种存在形态对于正确把 

握语言知识内容的具体内涵，使语言知识内容的编制与教学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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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对“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 

容”和“语文教学内容”的界说及对它们关系的说 

明 J，我们认为，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对于语 

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内容，可以从课程内容、教材 

内容、教学内容这三个层面去把握，也就是说，对 

于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内涵，可以从它的三 

种存在形态即“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课本 

建构的语言知识内容”和“课堂创生的语言知识内 

容”去把握。 
一

、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 

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作为语文课程内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课程层面来说的，指的是 

根据语文课程目标，在语文课程文件(语文教学计 

划、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等)中规定和预 

设的、体现在语文课程目标及内容中的语文课程 

要教的“应然”状态的语言知识内容要素和项 目。 

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1)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在课程文件中一旦 

有了明确的表述，就对大多数学生在语言知识内 

容方面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做出了强制性的规 

定，因而具有法定的约束性；(2)由于语文课程的 

目的和功能主要不是以学生是否掌握或者掌握多 

少知识为标准，语言知识内容通常是内含在语文 

课程的听说(口语交际)读写目标和要求中的(一 

般不单独列出来)，所以，对于语言知识内容的选 

择和规定，要根据语文课程的特定目的和功能来 

决定；(3)语文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往往以 

要素和项目、以纲要的形式在语文课程文件中存 

在和体现出来。作为教材编写和开展教学活动的 

依据和准则，语文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往往 

是从宏观的层面着眼，把一些基本要求和知识项 

目说出来，而不可能规定每本教材、每堂课的全部 

内容，这主要是由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和教学活 

动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体现了它的灵活性和普遍 

适应性。 

根据以上对“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的把 

握，语文课程主要不是以传授语言知识为直接目 

的和功能的，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语言知识的 

掌握来达到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目 

的。也就是说，在语文课程中，语言知识内容只有 

在具有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功能和能够体 

现学生语文素养的时候才有它特定的意义和价 

值，这是因为，“学习语言的过程不是知识传授或 

习惯培养那么一个简单的过程”，“作为一套任意 

[作者简介]黄强军(1976一)，男，湖南长沙人，教育学硕士；杨孟权(1969一)，男，湖南新化人。 

一  

王屯 中·J’专 拳 嗜 一 ·2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07年第 l0期(总第 164期) 

性符号系统，语言必须在使用中才具有意义，使用 

是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桥梁。”_4 J所以，从语言学习 

的特性和规律着眼，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必 

须以它是否能够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理解和运 

用语言的能力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标准。作 

为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主要的思考路向应 

该是将语言知识内容当做学生日常交流和表达的 

工具，使他们利用学到的语言知识服从和服务于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课程功能和目的，也就 

是说，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应该成为学生 

“人生 日用的工具”。 

以上是从语文课程的功能的角度对课程预设 

的语言知识内容作出的分析，下面再从语言知识 

内容在语文课程文件(主要指语文教学大纲和语 

文课程标准)中的表述方式着眼，对课程预设的语 

言知识内容做些分析和探讨。如前所述，由于课 

程文件只是一种指导性的纲要，在确定语文课程 

的知识内容时，考虑到与具体教学情况的适应性，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和现象(如具体教哪篇课 

文、采取什么方式教等)都以具体的形式规定下 

来，所以，语文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在语文课 

程文件中往往以纲要、以指导性的形式表述出来。 

但是，纲要不等于模糊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于 
一 些最基本的、确实能使学生借以提高语文能力 

和素养的语言知识要素，应该在课程文件中以明 

确的方式表述出来，以使师生心中有一个明确的 

参照标准和操作依据。可惜的是，无论是以前的 

语文教学大纲还是现在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 

课程内容的表述大都只作原则性的指导(对其他 

语文课程内容更是如此)，缺乏教材编写和教学的 

可操作性，有材料为证：“在教材选取的标准上，大 

陆的语 文教学大纲只作原则性指导，较 为笼 

统。”}5J由于课程文件规定的语文课程内容对教 

材编写和教学的指导性不强，所以“语文教师‘备 

课’的精力主要花在对‘教什么’方面的‘内容’的 

苦思冥想上，其间几乎没有什么‘教学设计’的迹 

象，更没有关心过学生这一头。”_6J新课标出来 

后，教师们普遍感到新课标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 

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有了许多新的突 

破，但他们也普遍感到，新课标的课程内容缺乏明 

显的操作性，因而在教学中感到无所依从。因此， 

广大教师都“希望专家们能编写出一本供我们实 

际操作的课程标准。” 

反映在语言知识内容上，大体的情况也是这 

样，就如对“识字与写字”这样最要求具体化、也很 

容易具体化的目标来说，在新课标中也表现得不 

是很明确和清晰(以前的《语文教学大纲》就更模 

糊笼统了)。比如“写字”一项，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在总目标和各个学段的表述分别是：“能 

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总目 

标)“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 

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 

受汉字的形体美。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 

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第一学段)“能 

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 

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第二学段)“硬笔书 

写楷书，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能用毛笔书写 

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美感。”(第三学段)“在 

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基础上，学写规范、通 

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临摹名家书法，体 

会书法的审美价值。”(第四学段)应该说，这里对 

“写字”目标的规定是比较详尽的，也注意到了学 

段之间的区别，但是，怎样才算“正确工整”，怎样 

才是“规范、端正、整洁”，“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 

的写字习惯”是怎样的，“规范、通行的行楷字”又 

是怎样一个标准，“速度”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等等， 

这些在《课程标准》中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这 

样的表述只是从原则上来规定的，具体的操作仍 

然只能依靠教材编写者和教师根据以往的惯例或 

学界提出的建议(比如正确的写字姿势是“胸离桌 

子一个拳头宽、眼睛离书本一尺、手指离笔尖一 

寸”等)来把握，所以，这种表述操作性仍然不强。 

笔者认为，正确的表述方法应该把课程目标和内 

容中的要求化为能够实际操作的要求或标准，至 

于对这些要求或标准，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呈现或 

用什么材料来达到这个标准，则可以留给教材编 

写者和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比如，就第 
一 学段的要求“书写规范、端正”的来说，我们可以 

从英文字母(英文字母中有书写楷体、圆体等写 

法，但采用同一种字体的人写出来的字母几乎都 

是同样规范而容易辨认的，这个我们从本国和外 

国的英语学习者、特别是外国人的书写上可以看 

到)的书写上得到启发，采用规定某几种字体(印 

刷楷体或者某几位书法家的正楷字体)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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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由此我想到多年来我们在汉字书写问题上 

的失误：从小学到中学，真正写字写得端正、规范、 

清晰可辨的学生实在太少(许多大学生的书写都 

很成问题)，这里当然有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但 

恐怕也与我们的语文课程指导文件在写字上面缺 

乏明确有效的规范和指导有关。外国语文课程标 

准指出：“准确拼写是终身的财富。”因此，从课程 

层面对写字“规范”的要求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比如为学生的书写字体确立一种或几种范本，应 

该是为师生提供书写的标准和依据、提高书写效 

率和修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对语言知识内容的某些确实应该引起 

重视的内容，也应该在语文课程文件中得到明确 

具体的表述。比如对作为语言知识重要内容的词 

汇的掌握，是学生进一步学习语文、进行语文活动 

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同时，词语又是概念的基 

本形式，词汇学习是促进学生概念形成和思维开 

发的重要凭借和手段，所以词汇应该在语文课程 

中得到充分的注意和重视。因此，对词汇在数量 

和意义上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课程文件中表述出 

来，是很有必要的，而以往的大纲和课程标准中明 

显地缺失了这一块，这是不应该的。因此，把词汇 

中属于基本词和常用词的那部分整理出来，规定 

其数量，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在课程文件中表 

述出来，这对于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言语活动是 

有好处的，因为，这是一项基本工程，学生通过掌 

握这些基本的词汇，是可以达到自主学习、自主阅 

读和完成基本的交际及写作活动的。 

二、课本建构的语言知识内容 

课本建构的语言知识内容，作为教材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教材层面来说的，指的是课本 

研制者根据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要求，在教材编写 

的过程中纳入教材、在教材中得到体现、作为学生 

和教师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学与教的依凭的语言知 

识内容。正如钟启泉先生所指出的：“学生不可能 

以原封不动的形式学习课程内容(学科的要素)， 

否则就是一种注入式教学，是单纯的观念的灌输； 

科学的概念与法则唯有通过具体的事实与现象才 

能掌握。” 7_语言知识内容在课程中得到规定和 

预设后，还必须通过具体的材料和载体由课程研 

制者将它们在课本中建构出来，转化为教材内容， 

为教学提供蓝本和参照。所以，课本建构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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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在语文课程与教学中起着中介和衔接的 

作用，它从课程预设的语言知识内容而来，又对学 

校师生的教与学起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是师生 

进行教学活动的直接依据和凭借。 
一 般说来，语言知识内容在课本中的存在形 

态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知识短文存在于单元之后； 

再是以附录的形式附于整本教材之后；还有一种 

是以选文的形式体现在选文之中(有一些是可以 

以隐性的形式通过主体与文字材料对话的过程 

中，使主体根据以往的经验产生共鸣的知识)，然 

后以练习的形式在课后的“思考与练习”中出现。 

另外，以上的语言知识内容要素在课本中都 

有相应的文字材料(课文及其注释、课后习题)与 

之对应。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使学生对所学语 

言知识内容的项目及其概念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 

解，又能使他们通过对课文的学习理解和掌握这 

些语言知识内容。但是，这种语言知识的呈现方 

式对于中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来说略显单调和枯 

燥，不利于学生自然地接受，并且也不利于师生在 

教学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开 

展教学活动，所以说，这种语言知识内容的呈现方 

式是存在缺陷的。对于语言知识在课本中的存在 

形态或者说呈现方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使语言 

知识内容“教学化”，也就是说，“教学化”的语言知 

识内容应该是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以形象 

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方式应该是易于为学 

生掌握并适合于教学的。 

三、课堂创生的语言知识内容 

课堂创生的语言知识内容，作为教学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教学层面来说的，指教师和学 

生根据课程文件和教材的要求，在师生相互对话、 

在与课本对话的过程中融入他们个性化的理解， 

由课堂教学所补充和生成的语言知识内容。对于 

这个概念的理解，我们要明确几点：(1)对课程文 

件和教材中规定的基本的语言知识内容，在教学 

中应该采取形象生动、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形式使 

学生掌握，不能故意回避，随意删减那些在理解课 

文和进行其他语文活动时确实用得上的语言知识 

内容，也不能另起炉灶，在教学中任意加入超出课 

程文件和教材范围、难于为学生理解和掌握的高 

难度的语言知识内容；(2)不能脱离教材内容(主 

要指选文内容)对语言知识内容作孤立片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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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出现“为教语言知识而教语言知识”的情况，也 

不能囿于课程文件和教材提出的语言知识范围， 

应视具体情况补充和引入一些有助于加深学生对 

课文材料的理解而又易于接受的语言知识内容； 

(3)应允许教师和学生对语言知识内容有不同的 

理解，尤其应引导学生联系他们的生活经验，加深 

对语言知识内容的理解；(4)师生在相互对话以及 

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共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感”)是“课堂创生的 

语言知识内容”的重要形态。 

根据以上的把握和理解 ，教学中的语言知识 

存在形态应该是确定性和灵活性并存的，既不能 

无视和抛离语文课程文件和教材对语言知识的基 

本要求，又能合理地创生出新的语言知识内容或 

对语言知识进行的正确理解和发挥。但是现实中 

的语文课堂教学，往往对应该掌握的语言知识熟 

视无睹，常常创生出一些明显不恰当、脱离实际的 

语言知识内容以及对它们的不正确理解来。通常 

的情况是课堂上不教基本的语言知识而把大学教 

材中明显脱离学生实际的高难度的语言知识拿到 

中学课堂上来，对一些语言知识也不经过消化就 

直接从教参或其他参考资料上搬来而又不结合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笔者在听实习老师的课时，对 

此就深有感触。例如，一位实习老师在上《我的空 

中楼阁》一课时，整堂课讲了大量有关整句散句的 

知识，并且说这些整句散句是如何如何的优美、如 

何如何体现了一种音乐美，就是不结合这些句子 

所体现和包含的作者的特殊情味和志趣来说明这 

些整句散句的特点及其运用之妙。所以这堂课整 

个的气氛是沉闷乏味的，句子所包含的美感也在 

她的机械分析和讲解下消失殆尽、荡然无存了。 

从这堂课可以看出，这位实习老师对课文是没有 

真正读懂的，她的整句散句知识是游离于课文内 

容之外而直接从教参上搬过来的，而且就是对整 

句散句的知识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从她对这 

些知识机械牵强的解释可以看出。所以，就对教 

材的处理来看，这堂课是没有真正融人教者自己 

的理解的，因而在课堂上并不能创生出正确合适 

的语言知识内容。 

另外，对于语言知识教学，如果确有需要，可 

以在课堂上补充一些学生没有学过、而在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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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的内容。这里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 

笔者曾担任过职业中学的语文教师，在给高一年 

级的学生上《荷塘月色》一课时，遇到了这样一个 

句子“微风吹来，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 

渺茫的歌声似的。”句子中有一个“通感”的修辞手 

法，教材中没有介绍，学生以前也都没有学过，大 

都把它理解成“比喻”，将它说成是把“微风”发出 

的声音比喻成“渺茫的歌声”。虽然这种说法大致 

也说得过去，但还不是很确切，因为这里作者想要 

体现的是一种感觉和情愫，即“淡淡的忧愁和淡淡 

的喜悦”，把它说成是比喻则把作者细细体味得到 

的那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如丝如缕、轻远飘渺 

的感觉剔除掉了。所以，我把“通感”的修辞手法 

介绍给他们，并强调“通感”就是“感觉相通”的意 

思，也就是用一种感觉写另一种感觉，在这里是用 

听觉来写嗅觉。当我们感到对一种感觉无法用别 

的手法确切地表达出来时，就借助另一种与之相 

通的感觉将它表达出来。我还告诉他们，其实这 

种手法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多，比如说：“她 

的声音很甜”、“他的声音很粗”、“你真让人心寒” 

等等，这些都是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学生对 

此马上就豁然开朗了，他们还纷纷举出了许多关 

于“通感”的例子，对课文中的这个句子所表达的 

意思体会得也更准确、更到位了。因此，像这样在 

讲课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引进一些有助于促进理 

解、有助于应用的语言知识，可以说是课堂中创生 

恰当的语言知识内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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