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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纬理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实验稿)》首次把综合性学习纳入语文课程结构体系之

中，同“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相并

列，构成语文课程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新课标指出：“综

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整

体的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

动的紧密结合。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配合。”此

外,还在阶段目标、实施建议等部分，一再强调要在实践中学

习语文、跨学科学习语文、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等。显然，

这些具有规定性的内容，既表明了倡导综合性学习的精神，

又体现了语文综合性学习在新课标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学生发

展中的特有功能。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伴随语文课程改革出现

的新事物，是大家公认的学科课程改革的亮点。但是，具体

到某一阶段的实际操作时，由于新课标本身对综合性学习的

语言表述不够明确，故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多种理解与阐

释。截至目前，据笔者收集到的现有资料来看，关涉到对语

文综合性学习的概念界定，亦或论述者主要有：

一、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概念的主要表述

（一）专著类

1.《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定义为：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一种综合听、读、说、写的课程目

标，综合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在语文学习中渗透多种学科

知识与能力的实践活动。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围绕语文课程目标，紧密联系学生生活，注重过程性、

参与性、生成性的学习方式。

2.《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进一步认为：

综合性学习作为独立的课程形态，是教师为了学生的发

展，开发和利用周边各种课程资源，释放自身的能力个性与

人格魅力，充分展示学校的文化特色，重组或新建的一种实

践性课程。

3.《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中定义为：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语文学科为核心，注重语文学科与

其他学科、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从学习者

的兴趣和需要出发，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综合运用各种学科

知识、技能和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能力的学习。语文综合性学习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强调学

生自主学习，关注探索和研究过程，综合性学习体现了语文

综合化和生活化的理念，是对“大语文”教育观的实践，是

因材施教、实施差异教育的必然选择，更是对现存课程资源

和地区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4.《当代语文教育学》中这样表述：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语文学科为依托，以语文学科与其

他学科、学生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为主线，以问

题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借助综合性的学习内容和

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一种课程组织

形态。

5.《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认为：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

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学习

形态。

6.《语文新课程研究性学习》中，首先依据：

新语文教材首次将综合性学习作为自身的重要内容，加

强了语文与生活、社会以及其他学习领域的联系，有利于学

生在实践中利用多种资源学语文。

然后，因教材设置多个综合学习专题之故，认为这些安

排又是：

体现了语文知识的综合利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

展、课堂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让学生以语文教材为切入

点，从教材引发开去，与其他学科和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

通过查找资料、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拓展学生的语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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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突破了传统语文教科书的局限，让学生全方位地学习

语文。

（二）期刊类

1 .郑国民《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特征》

（《语文建设》2002.04）：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语文课程的整合为基点，加强语文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强调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结合，以促

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

2.刘云生《关于“语文综合性学习”本质定位的思考》

（《小学教学参考》2002.01）：

它是一种语文学习活动，而不是其他学科性活动；它是

一种综合性学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综合学习”；它是

一种“活化”的学习实践，而不是“纯粹”的理性学习；它

是一种自主的文化生活，而不是逻辑严密的科学研究。

3.薛辉、薛彦华《试析语文教学中的“综合性学习”》

(《中学语文教学》2003.10)：

综合性学习既是一种课程组织形态，又是一种学习方

式，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

与需要等内部动机为基轴，不受学科分类所束缚，通过调

查、实践、亲身体验、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综合地运用各学

科的知识与技能，开展问题解决活动，通过合作、交流、发

表演讲等活动，使学生的学习得到深化、扩展，实现学习者

的生产性学习。

要而言之，据以上所列可知：靳健教授先后时隔三年，

对语文综合性学习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著作中都做出了明确的

界定，可谓深思熟虑，特别是后者，从学习方式——课程形

态、教师——学生两个维度四个方面揭示了语文综合性学习

的含义，应当是很全面、准确的。刘墨、欧阳芬、刘淼三位

先生大致认为综合性学习是一种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学

习”或“学习形态”。王文彦、蔡明两位先生也认为是一种

学习形态，但是一种联系生活实际综合运用语文知识的学习

形态。期刊类定义中，多数作者都将语文综合性学习定义为

“学习方式”，唯有刘云生先生则是从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归

属角度来表述的。

二、语文综合性学习概念的认识

再回顾《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前言

中第二款《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三）“积极倡导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条，其中明确指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是

一种学习方式。即：“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

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

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应该积极提倡。”然

而，造成诸如上文所述综合性学习概念混乱的原因，却正好

同日本学者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综观教育杂志中对热烈开展着的‘综合学习课程’的讨论

的报道，总觉得多停留在观念层面，抽象的倾向比较突出，

甚至还有一些混乱的概念存在。”“还在于认识上的错误，

即把综合学习理解为通过‘经验（体验）’进行学习，而把

学科学习理解为通过‘知识（技能）’进行的学习。”“有

一种把‘综合’的意义狭义地理解为‘学科的综合’。”

到底什么是语文综合性学习？对这一概念能否作出准确

的界定，及至在具体实践中能否进一步认识到位，会直接关

系到怎样实施与评价语文综合性学习。我们认为它毫无疑问

属于综合性学习与语文课程的交叉。我们不妨从三个层次认

识语文综合性学习：

（一）作为学习方式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作为学习方式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是指自主学习和他主学

习的结合，个体学习和合作学习的结合，探究学习和接受学

习的结合。“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是在语文课程领

域内“分析——综合”维度上的理想结合，即语文知识的综

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

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

（二）作为活动过程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作为活动过程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是指教师围绕综合性学

习三维课程目标与语文课程三维目标，精选周边的课程资

源，以学生的言语、思维发展为核心，组织活动的实践性

过程。

（三）作为课程形态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语文综合性学习作为综合性学习与语文课程的交叉，是

教师通过创设活动，引导学生在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

作用中，将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过程，不断转化为积

淀语文素养，形成科学思维方法，引发学生情感行为变化的

课程形态。

最后，从以上三个层次的理解中，我们不难看出：语文

综合性学习实现的途径是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学习

的领域包括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学科领域与跨学科领域、

自然与社会及自我领域；学习的目的是积淀语文素养，进而

不断涵养学生“独立、自由、自强、自律、合作、宽容的主

体性人格”。

总之，在考察目前众多语文综合性学习概念的界定中，

我们不论把它看作是一种学习方式，还是一个学习过程，乃

至是一种课程形态，终究必然还要回归到实际的语文教学实

践中来，体现为：“语文课程是教师以语文知识为中介，涵

养学生的言语能力、思维能力和情感态度的一种实践活动，

是学生积淀语文素养、发展主体性人格的一种学习过程。”

在这个具体的学习活动或学习过程中，师与生、生与生以及

生与其他各领域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交往、共同发展，无疑

是一种最佳的境界。

（罗玉梅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730070；王

照年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36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