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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自 19 世纪斯宾塞提出

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以来，知识问题就成为课程

领域最繁难、最值得深究的问题之一。知识在课程

中所处的位置如何，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课程

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课程原生性来源的知

识是课程内容的题中应有之义，成为制约课程的

最直接的因素。选择和组织什么样的课程内容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课程目标的达成、课程实施的

成功和课程功能的完成，并最终决定课程理想的

实现。所以，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确定是课程研制工

作的重中之重，它要解决的是课程实现“教什么”
和“应该教什么”以及“为什么教这些”的问题。

就作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主要内容和重要支

撑的语文课程来说，作为课程内容的语文知识的

选择和确定必然是语文课程论建设重要而紧迫的

任务。由于语文课程自身的任务、特点和知识内容

发展的复杂性，长期以来，我国语文课程内容只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 对 语 文 知 识 进 行 一 定 的 增 删 调

整，而没有建构起体现语文科课程自身特点的语

文知识体系，语文知识教学存在着封闭僵化和随

意性过大并存的现象。因此，对语文课程的知识内

容加以重新审视和清洗梳理，不但必要，而且完全

应该。基于此，本研究在总结语文教育成败得失的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吸取课程论、知识论、心理学、
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以及口语交

际学等方面的积极成果，试图建构起语文课程自

身的语言知识内容结构，以此为语文课程知识内

容的建设添砖加瓦。
“要不要教语言知识”、“应该教什么样的语言

知识”、“为什么教这些语言知识”，是针对当前语

文教育在语文知识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做出的理性

思考和追问。1997 年底，《北京文学》发表了三篇批

评语文教育的文章，一时间，语文教育成为社会的

众矢之的。有人据此把语文教育效率不高的原因

归之于语文知识“惹的祸”，主张取消或淡化语文

知识教学，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回顾以

往的语文教育，由于“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发育不

足”，语文知识的教学，确实存在着效率不高、语文

知识陈旧、落后、封闭等诸多弊端。但这并不是包

括语言知识在内的语文知识本身的错，而在于我

们在语文知识教学的问题上错误地对待了语文知

识，或者说“教错了”语文知识、没有教“适当”的语

文知识。合宜的能力要由合宜的知识来建构。所

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取消和淡化语文知识，而且还

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合宜的、正确的、有利于促进学

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素养全面提高的语文知识

内容的合理建构。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选取

在语文知识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言知识内容作为

研究对象，尝试为解决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存在的

知识不良状况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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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

（一）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研究的理论意
1.为建构开放而合理的语文知识结构提供借鉴

的思路及知识来源

我国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在传统语言学的

支配和指导下，呈现出贫乏、封闭、僵化、落后的面

貌。语言知识内容多年抱着“字、词、句、篇、语、修、
逻、文”的老皇历不放。在“八字宪法”的支配之下，

语言知识内容总是在仅有的几条语法规则、几个修

辞格上打圈圈，“一个比喻从初一砸到高三”[1]，学生

普遍感到所学的语言知识用处不大。同时在这些

语言知识的开掘和处理上，也存在着只注重结果

性和结论性知识，而忽视过程性和原理性知识等

问题。这种惰性繁衍、重复落后的语言知识呈现方

式，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效率，使语文教育常

常遭受人们的诟病与针砭，甚而危及到了语文教

育的信誉。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现状要求改变陈

旧保守落后的语言知识状况。因此，积极汲取语言

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舍静态性语言知识取动态性

语言知识，变结果性结论性语言知识为过程性原

理性语言知识，存事实性语言知识重方法论语言

知识，同时关注工具性语言知识和本体性语言知

识的生成，对于建构开放、动态、合理的语文知识

结构并为其提供科学的知识来源具有积极意义。
2.有助于语文课程自身学科建设的发展

笔者认为，语文课程的建设和发展至少必须

经过三次实质性飞跃和发展阶段，才有可能建构

起自身的学科结构和体系。这三次飞跃和发展阶

段是：首先必须从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美学和

其它相关学科中 选 取 适 当 的 内 容 加 以 组 织 和 加

工，形成初具形态的语文知识内容体系，这是“粗

糙的语文学科形态”；然后在这种学科形态的基础

上，对其中的知识内容体系根据语文课程的特殊

性质和功能，进行一定的融合改造，形成语文学科

特有的“语文学”学科形态，其基本构成成分就是

我们所说的“语文学”知识体系。所谓“语文学”知

识体系，就是根据语文课程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和实施“言语”教育的独特性质和功能，吸取近

年来语言学、文章学、语用学等语文学科相关学科

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以培养学生的实际

运用语言知识能力为目的的“言语”知识体系。我

们把在这种知识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文课程

特有的学科形态称之为“经过精细加工的语文学

科形态”；最后，在“语文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对

其中的内容进行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改造，从

而建构和发展起作为中小学一门基础课程的语文

学科课程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这就是“语文课程

的学科形态”。语文课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数学

等基础教育阶段的其它课程学科的发展不同，那

就是在三次飞跃和发展阶段中，语文课程学科应

该有第二次飞跃的发展阶段，而其它学科没有。就

语文课程的发展状况而言,目前的语文课程学科仍

停留在第一个发展阶段,至多也不过是在“粗糙的

语文学科形态”上加入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因素

和原则而已。所以，语文课程必须高度重视以“语

文学”知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经过精细加工的语

文学科形态”和依据学生和教学实际进行课程改造

的“语文课程的学科形态”阶段的建设。而作为“语

文学”知识体系重要来源的语言知识内容的吐故纳

新及其重组、改造、加工以及重新融合对于语文课

程学科建设的贡献当属功不可没。
（二）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研究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改变当前语言知识教学混乱模糊、效

率不高的状况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目前的学校语文

知识教学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一是不少语文

课程内容与目标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对；二是有些

内容不正确；三是语文课程内容往往以一种不确

定的面目呈现，有时笼统得几无内容；四是许多迫

切需要教的，无内容，该‘教什么’没有答案，甚至

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五是充塞着不少乱七八糟

的内容，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它会在那里，它是怎么

进来的。”[2]44 虽然这是就语文知识教学的整体状

况而言的，但对语言知识教学的现状来说，这段话

仍然适用。现今的中学语言知识教学普遍不知道

“教什么”，而一堂课又“总得教点什么”,于是教师

依据大纲和教材教着甚至胡编乱造出一些来历不

明的语言知识内容来应付学生，所以语文课总在

胡乱地“教着什么”。人们普遍不知道为什么要教

这些语言知识。这些知识是做什么用的，它们于学

生的语言能力的提高到底是否有用，如果有用，它

们呈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又该如何，这些在语文

课程编制者、教材编写者和语文教师那里是一笔

胡涂帐，没有明确的说法。语言知识教学长期处于

这样一种混乱模糊的状态中，教师和学生对于为

什么教学这些语言知识不甚了了，因而出现师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不大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知

识教学效率不高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对教

学中的语言知识内容加以科学的审理，明确其对

学生语文能力和素质提高所起的作用和价值，对

于改变当前语言知识教学混乱模糊、效率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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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为学校师生的语言知识教与学提供合适的“抓

手”
当前语言知识教学存在的问题除了教一些混

乱模糊、经不起推敲、效率不高的知识内容外，还

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知识内容极度贫乏，

有些地方甚至空疏而无内容。多年以来，语言知识

的教学除了以几条语法规则为代表的“八字宪法”
等固定的知识点外，就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因

此，语言知识显得干瘪、枯涩是现今语言知识教学

共同存在的问题。笔者的一位初中语文老师的话

道出了语言知识教学的真谛：“语文学习一定要靠

平时广泛涉猎和积累，完全寄希望于课内是学不

到多少知识的，因为语法修辞知识只有那么几条

而已，但这对语文学习用处不大。”这反映出语言

知识教学的弊端和症结所在。多数语文教师认为

语文考试前没有必要进行复习，因为不知道有哪

些知识内容需要复习。语言知识教学的目标不明

确，内容模糊笼统，到底要教哪些对学生语文能力

有帮助的语言知识，语文课程并不能给出一个明

确的答复，因而在语言知识教学上，师生普遍感到

“宛若空游无所依”。一遇到需要清理语言知识的

任务、遇到语言知识复习的课时，他们就感到手足

无措了。没有多少合适的知识内容可教，缺少语言

知识教与学的合适的“抓手”，是当前也是长久以

来语言知识教学存在的十分严重的问题。没有语

言知识内容的教学，就好象要取东西而没有“抓

手”一样，使以提高学生语言能力为目标的语言知

识教学无所依傍、无所凭借，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

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目标流于空谈和破产。因此，

确立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合理的语言知识

内容体系，能有效地解决师生在知识教与学中没

有合适的“抓手”、不能有效地进行语言知识教学

的现状。

二、研究的现状

（一）关于知识论研究
由于这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加之知识问题本

身的复杂性，国内外既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的角

度对知识进行探索和讨论的，集中在对知识的性

质、知识的哲学意义及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上，从教

育学心理学角度对知识进行论述的论文和专著还

不多见。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社会学、生态伦理学、
课程论、教学论等学科的发展，知识论的研究在知

识观、知识的概念和内涵、知识的性质、知识的价

值、知识的结构和分类等方面在教育中的体现和应

用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国外一些学者如现代

认知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R.M.加涅(R.M.Gagné)、E.

D.加涅(E.D.Gagné)、安德森(J.R.Anderson)等人根据

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和技能、能力之间的关系将知

识区分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程序性

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和策略性知识三种类型，

得出广义知识观的概念，从而将知识的内涵和外延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3]72；英国著名学者波兰尼(Polanyi)

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对知识的存在形式做了深

入细致的探讨，提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

“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揭示出存在于大

多数人身上的公共知识和仅存于个人身上的个人知

识的本质区别，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这两种知

识特别是“缄默知识”对我们学习所起的意义和作用
[4]325；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F.D.扬(Young)从社会对

知识的控制的角度指明了教育中知识的演化和获取

受社会制约的条件和因素[5]40；另外还有些学者从后

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知

识的本土化、多元化[6]256 以及知识的获得是主体积极

主动的生成过程[7]140 的主张。这些都对语文课程与语

言知识内容关系的处理以及语言知识在语文课程中

的呈现方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思路。
在我国，有论者比较全面地评析了不同知识观

在课程中的不同表现以及知识范围论、知识阶段论、
知识生成论和知识特征论等有关知识论的重要问

题，并对知识论研究对课程开发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有研究者从知识的本质观、价值观、获得观的角度对

知识的发展状况、知识与课程、教学的关系等方面进

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和梳理，提出要建立“内

在、开放、动态”的知识观的主张[8]；对于知识在课程

中的价值和呈现方式的研究，一些论者从课程与教

学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要提供“能增进理解力和解释

力”的基础知识[9]和“丰富”、“有用”和“有趣”知识[10]的

主张，将知识问题的研究和具体的教育情境结合起

来了；还有些论者根据“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
分类及其各自的特征，提出“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主

张[11]，并有论者对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具体途径和措

施进行了探讨[12]，有研究者还对隐性知识在内隐学习

中的存在方式和机制进行了探讨[13]。这些研究和主张

有的从宏观的层面对知识在课程教学中的呈现方式

和发生机制进行了学理的总结和梳理，有的从具体

的教育情境和实际出发，对知识在课程教学中的功

能和价值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价，有的从课程与

教学中知识的特殊存在方式出发，揭示了研究、开

发和利用这些知识对于课程教学的意义和价值，

黄强军：语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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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于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

容的选择和确立，如能借鉴和吸收知识论在这些

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加快语文课程学科的建设

必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语文课程中语言知识内容的研究
由于效率低下、知识陈旧是语文教育长期存

在的毛病，语言知识的重新清理和建构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一

些学者对此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研究者指

出，语文课程中原有的语言知识体系是根据普通

语言学固有的学术知识体系建立起来的，这对语

文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大，因此他根据

语文课程要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的目的和功能提

出了建构科学合理的“言语”知识体系的主张[14]27。
有论者认为，语文课程缺少的是对学生的听说读写

能力起决定作用的体现言语规则和技能的“程序性

知识”和作为特殊的程序性知识的“策略性知识”，
原有的体现语言规律的陈述性知识也存在着不恰

当的毛病，而有些有利于学生能力提高的陈述性知

识则没有也是语文课程存在的弊端[15]；有研究者对

学校语文知识的状况作出了全面的考察和总结，认

为对学校语文知识的审理和重建应该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16]268，“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重心，现在应

该转移到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建设上来。”[2]15 还

有一些学者把语用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语文教学

中来，为语文课程的知识内容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有

益的尝试，如有研究者以语篇交际原理作为基础，

提出了“语文教学就是语篇教学”的主张[17]21。另有

研究者编着出诸如《初中语言知识新视点》之类的

著作，就是在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建设上作出的

新开拓和新贡献[18]。
同时，国外和国内有关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也为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

益的启示和借鉴。英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 S.皮特.科

德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从语言教学的目的和

功能出发，阐述了如何把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的

具体原则和方法[19]33。国内一些学者也从汉语的特点

入手，提出了建立反映汉语言和汉文化特征的应用

语言学[20]2 和文化语言学体系的主张[21]3。
不容忽视的是，国内外关于语文课程语言知

识内容的研究仍然存在相当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对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问题缺

乏历史的、具体的、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也

缺乏对具体教学情境中语言知识的呈现方式的了

解和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一般原理和层面的讨

论上；(2)课程论、知识论、心理学、社会学、生态伦

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运用到语文课程

语言知识内容的研究和建设上来；(3) 语言学研究

成果为语言知识提供的资料和来源不多，许多语

言学问题自身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4) 语言知

识内容和语文课程的结合不够紧密，不能从语文

课程特有的功能出发，将语文课程的语言知识内

容融为一体，未能为真正建构起语文课程特有的

“语文学”知识体系和语文课程的学科知识结构提

供知识保障和理论来源。

三、研究的思路、观点及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目前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仍多停留在对教

学方法层面的讨论和探讨上，对课程内容的研究

涉及较少，而已有的研究又不能从语文课程自身

的特点和功能出发，提出较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

值的语文课程内容研究体系。同时，语文课程内容

的研究仍局限在几个狭小的领域和范围内，不能

为知识内容的建构提供一个全面的开阔的理论视

野，所以，本文拟从语文课程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素养的特定功能的角度，通

过对语言知识内容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和前人对

语言知识内容认识的合理阐述，同时借鉴当代认

知心理学、课程论、教学论、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的合理观点，力图为建构体现语文学科自身特点

的“语文学”知识内容结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框

架和观念支撑。
（二）研究的重要观点
1.语文课程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知识内容支

撑，建构开放、动态、合理的“语言知识内容结构”有
助于语文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2.从语文课程学科发展的实际来看，建立从宏

观上以新知识观统摄语言知识内容的“语言知识

内容结构”比原有的“语言知识体系”更符合语文

课程的本质，也更能体现语文新课程改革的理念，

语言知识内容的分类、教学都要以此作为根本出

发点。
3. 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研究应从语文课

程特有的本质和功能出发，从建立语文课程学科

特有的“语文学”知识体系和“语文课程的学科形

态”的高度对语言知识内容的发展状况作出检讨，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学科自身的语言知识

结构。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1.通过介绍、分析和比较人们对“语言知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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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认识和看法，从语文课程的本质出发，重新

界定和确立语言知识内容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

上提出建立“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结构”的主

张，并为后文的研究提供概念基础和理论框架。
2.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语言知识

内容的历史和现实发展状况进行钩沉式的考察和

审理，力求从中发现一些对语言知识内容建构有

积极借鉴意义的真金。语言知识内容在发展的过

程中，虽然存在诸如随意性过大、封闭僵化等的严

重问题，但其中也不乏和教学和学生实际结合较

紧密的合理内容，特别是一些教育名家对之作出

的具有教学价值科学合理的审察，以往未能引起

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对语言知识内容进行历史的

考察和审理，有利于为语言知识内容的重建提供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3.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涉及知识论、

课程论、教学论、知识社会学、现代信息加工心理

学、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

学、文化语言学、口语交际学等多学科和学派理论

的内容和主张，因此对语文课程语言知识内容的研

究应站在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视野，采用跨学科

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为本研究提

供一个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强大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顾德希.建立实际运用语言的知识系统[J].课程·教材·
教法,1992.

[2]王荣生.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
社,2004.

[3]皮连生.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4]郭秀艳.内隐学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麦克·F·D·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1.

[7]莱斯利·P·斯特弗.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

[8]潘洪建.当代知识观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J].课
程·教材·教法,2003(08).

[9]季苹.什么是基本知识———另一种解释：基本知识就是
能够增进理解力和解释力的知识[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02).

[10]刘良华.什么知识最有力量[J].全球教育展望,2004(10).
[11]张民选.隐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显性可能[J].全球教育
展望,2003(08).

[12]高湘萍.隐性知识获得及其显性化的心理途径[J].全球
教育展望,2003(08).

[13]马开剑.知识传递的默会维度[J].全球教育展望,2004(12).
[14]李海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5]韩雪屏.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J].语文建设,2002(05).
[16]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7]张良田.语篇交际原理与语文教学[M].长沙:湖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3.

[18]王荣生,韩雪屏.初中语言知识新视点[M].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S·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1983.

[20]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2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前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8.

黄强军：语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内容研究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