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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实践视阈下对语文课程实践品格塑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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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程本身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重视，更多的是漠视与误解。
语文课程的本体是什么? 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内涵又是什么? 透过对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历史演进，从传

统语文课程的教学中探索现代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科学化，并从国外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借鉴中获得有

益启示。当前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塑造，需要从语文课程的经验本性和工具属性中，回归至语文课程的本

体，并运用生态实践观来强化语文教学活动的设计，促进语文“导练范式”思想的转变，增强学生的语文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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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是构建语言能力的基本活动。郭

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序》中曾提到“殷契

地 1468 片上所刻的部分甲骨文字，刻面上有数

行文字，其中一行精美整齐，而其余则歪刺几不

能成字。故得出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

助之”［1］。可见，对于“甲骨习刻”之说源自培养

弟子学习写字、刻字的能力。历经漫长的岁月更

迭，当前的语文教育仍以义理教育为本，侧重于

对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信息成为这个时代下

人与人交流的重要媒介，而对于语文文字的载体

作用探讨，如何从语文能力上来构建语文课程教

学，改善施教方式已经成为语文教育工作者迫切

面对的、值得深思的首要课题。语文课程教学的

实践性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命题，在其内涵的阐

释及理论剖析中，如何弄清语文课程的本质? 如

何解构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 如何围绕语文课

程的实践性来展开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内容

的关系? 如何从教学中凸显语文课程的实践评

估? 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语文课程本体考辨
本体源自中国的古代哲学，其释义为本来的

状态或状况。如朱熹提出的“性之本体”，王守

仁阐释的“心之本体”等。对于课程本体的阐

述，说到底是对“课程是什么”的回答。一方面

表现为对现有课程的终极意义的反思及领悟; 另

一方面从课程这一事物的自身特点来探析其与

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区别。对于课程的评判及

理解是复杂的，但对于从事课程研究的工作者来

说是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有人认为，课程的

本体是课程的基本框架。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对

于语文课程本体的关注从未停止。叶圣陶在对

“语文”二字的解释为，“语”是口头语言部分，而

“文”是纸面上的语言，也就是说，语文是口头语

言和书面语言的融合［2］。同时，在对语文教学实

践的归纳上，叶圣陶还提出“听话、说话、阅读和

写作”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可见，对于语文

课程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就是引导学生从听别人

说话到读别人的东西，再到说给别人听，写给别

人看的过程。通过对“语文”的追溯与课程性质

的辨析，对于“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可以归

结为: 一是从内容上讲主要学习“口头语言和书

面语言”，并非局限于文学教育; 二是语文课程

是重在引导学生掌握“言语”能力，并非局限于

静态的语言知识体系; 三是语文课程以语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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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来帮助学生提升语文能力，培养学生的人

文性和思想性，并非以此为教学的目标，而是渗

透到语文教育实践中去。

二、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内涵
工具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由此展开的

语文教育是通过语文实践来完成的。语文课程

的实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既是语文课程的显著

特征，也是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从语文课程的

内涵来看，语文课程本体是引导学生从语文教育

中增强语文能力，语文能力是综合的，对于个体

来说既有个体心理品质，也有语文交际性与工具

性的统合。显然，对于语文能力，旨在引导学生

从语言文字的学习中学会理解和表达。冯忠良

在《结构化与定向化教学心理学原理》中对“能

力”的概述为“类化经验说”，即“对于个体来说，

其心理能力属于经验范畴。个体在具体的活动

中通过概括化来形成类化的经验，并对其个体经

验具有稳定的调节作用”［3］。美国语言学家乔姆

斯基在其转换生成语法体系中，借助于生物遗传

和进化思想，对语言习得是遗传学作用使然。尽

管其思想受到部分学者们的质疑，但对类化言语

经验来说，一方面源自先天的遗传，另一方面是

通过后天的语言实践活动来形成。语文课程实

践品格的界定，是在一定的语言运用规范制导下

形成的具体的听说读写活动。这些实践活动的

主体是人，而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
所谓规范是对于存在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运行规

则及变化法则的归纳。可见，对于语文课程实践

品格，包括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和学习取向的语

文实践两部分。交际取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学
习、工作中所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实践活动，如

写日记、阅读报刊、听广播等; 学习取向是为了提

升一定的语文能力而展开的具体的听说读写操

作或训练活动，如学习具体的规范、规则、原理、
范例等。

三、国外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研究及启示
从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来探讨国外语文课

程实践性，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 一) 语文能力成为语文课程教学的首要目

标

对于国外语文教育实践进行对比分析，各国

在语文课程目标上都将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

力作为首要任务。如《加拿大安大略省语文课

程标准》中对所有年级的语言教学都要从口语

及读写上进行培养，强化对语法及拼写的练习，

注重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口语运用

能力等;《日本国语教学大纲》也提出，对于国语

能力的培养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在想象力、思

辨力、交际能力上进行强化; 俄罗斯在“俄语”与

“文学”分科教育中，对于“俄语”是基本工具性

课程，重在从俄语的基本知识、口语、书面语的运

用能力上展开教学。可见对于语文课程培养目

标来说，都以语文能力为根本目的。
( 二) 活动语文实践是构建课程标准的主线

语文能力培养作为课程目标以后，对于语文

课程设计来说，主要是围绕具体的语文实践活动

来展开。《德国语文教学大纲》中对于德文课程

的开展重在创设语文学习情境，让学生能够从语

言的含义分析中练习语言，表达情感，从而构建

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 《英国国家课程·英语》

教学纲要明确提出，对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

需要从学生的参与活动中来融入，特别是对于标

准英语的发音及语言学习要点的掌握，要能够从

学生的自觉阅读、分组阅读及师生诵读中获得听

说能力;《法国教学大纲及训令》中将法语课程

教学分为四部分，一是口头语言和实践，二是书

面语言实践，三是语言知识学习，诗歌语言学习

等，分别都强调实践是主要的学习方式，并要求

学生能够从拼写、辨别、比较中来增强语言能力。
( 三) 以语文实践来凸显教材的编制与规划

教材是学习语文的凭借，也是构成语文实践

品格的基础。对于语文教材的编写及规划上，英

国语文教材更加注重实践设计，如课后的言语实

践练习，有阅读、有说话、有写作，还穿插有个人

朗读、小组朗读、默读、大声读等; 俄罗斯语文教

材以“语言”和“文学”分科，在语言教材中侧重

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在文学教材中，课后及

单元后还富有体例和联系，以及综合性练习; 日

本国语教材在各年级听说读写能力培养上有系

统性设置，如低年级学生每个单元有一篇阅读课

文，需要结合课文说话和练习来学习新词; 可见，

各国教材编制者都认识到了语文能力在语文实

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 四) 以实践教学来贯穿教学展开与落实

注重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与语文课标及教

材编制对语文实践性的运用是一致的。法国语

文教学最初重视事实性知识的讲授，而逐步转变

为法语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法国语文界，法

语课不仅是知识性记忆课程，更是将口语表达、
书面表达和语言思维训练融合的综合实践活动。

德国教育者也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语言能力

进行了专门的明确，通过语言交流来促进学生语

言交际能力的养成，借助于书面语言应用来增强

学生谈话、书信、报告等具体训练能力; 美国语文

教学对“做”的应用历来是传统，特别是在具体

语文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鼓励学生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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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观察，从探讨中解决问题，通过语文实践活

动，来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低年级学生

每天都有 2 小时的阅读作业和写作作业，还有

15 － 40 分钟的词汇拼写等练习。

四、对当代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塑造对策及

建议
语文教育的实践性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语文

课程实践品格的迷失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语

文课程教学不能是纯粹的学科知识，而是建立在

有计划、有目的的语文实践中。
( 一) 实践品格的塑造前提是对语文本体的

回归

从语文课程的本体观来看，语文课程的实践

品格是贯穿课程的设计、实施及评价的全过程，

回归语文课程本体，一是要从语文课程的“经

验”本性上进行正确认知。对于课堂讲习是引

导课程知识的逻辑线索，要从课程设计上重视知

识的结构与逻辑。如对于学生的主体地位的认

知，要从课程设计上联系学生，服务于学生，并从

学生的主体性激发上来生成语文课程。结合学

生的语文生活愿景来设计课堂教学，构建语文生

活，让学生从课堂教学的参与中促进学生个体经

验的获取; 对于语文课程知识内容的选择，要从

语言学、写作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架构进行

展开，利用教学导引来突出显性知识、间接知识、
公共知识的统一，能够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上促

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二是转变对

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认知扭曲。从语文课程

“工具性”的本质属性上，坚持语文教学的能力

培养之使命，并非仅限于“范人文”纯理性文化

讲授的窠臼，要重视语文课程实践品格建树中，

辩证地处理好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关系。
( 二) 生态实践观下来构建语文课程设计

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决定了语文课程设计

要在知识本位的导引下，从学科自身逻辑上来进

行课程设计。语文课程是依照经验逻辑来构建

课程教学活动，强调学生从教育实践中来感知经

验，构建经验［4］。而生态实践视角的提出，则是

从课程的组织及整体框架设计上把握好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及学习方式的三者关系。语文课程

目标是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首要任务，而语文课

程目标的本身的多元化、综合性特点，更要从语

文能力上来培养。对于课程内容的设置，要从学

科教材及学科教学活动来优化，特别是对于学科

中特定的事实、原理、观点及问题等，要从不同实

践活动中来呈现，凸显其则重点及任务，如对于

公共言语经验的传递，对个人言语经验的传递，

对理性言语经验的传递，对非理性言语经济的传

递等。对于语文学习方式的优化是贯穿于具体

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如结合教学内容及学生实

际，从听讲、讨论、答问、探究、合作等方式中来促

进实践教学环境的优化，激发学生对教育活动的

积极参与。生态实践观是以“实践”为轴心，从

语文课程实践的四大要素即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学习方式及教育环境中来促进学生个人能力

和素质的提升。课程目标作为一条轴线，从学生

的个性素养、智力发展、以及实践素能等方面进

行细化; 课程内容是融入语文课程实践的重要载

体，围绕语文实践来引导学生接受学习。
( 三) 转变教学范式来促进语文实践的高效

任何课程设计都需要围绕具体的教学实践

来展开，而生态实践下的语文课程设计，同样需

要从师生互动的教学预设情境中来构建。传统

课程教学是将“授受”作为理论范式，并从教师

的教学目的观、价值观、内容观、方法观上来解决

语文教学问题。生态实践观提出语文教学实践

是在其内在逻辑支配下完成的，各教学要素间的

关系打破了“授受范式”的框架，而是以“导练范

式”来推进教师的组织、示范与导向。导练重在

导，引导、指导学生从从学习中发现真理; 练不再

是狭隘的“做练习”，而是通过“练”来获取新知，

从练中来感知语文、反思语文。“导练范式”的

运用，强调教师的导向作用，不再局限于“师传

生受”的单向过程，而是将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

性作为多向互动教学的过程，让学生从语文实践

的组织中受到启发，获得共识。

四、结语

生态实践观是从生态学研究中对各相关要

素间的联系、依赖及作用整体进行建构，如对语

文课程中的课程主体、课程内容、课程目标、课程

环境等“生态因子”的相互融合，着重从语文能

力上来引导语文实践设计，促进各主体和谐共

生。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应用，离不开对实践路

径和实践方法的全面评价，课程评价作为推进课

程发展导向的重要功能，应该着眼于对学生听说

读写能力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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