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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尚文编著的《语文教育一家言》是著名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的专题论集，共收其代表性文辛33篇
，阐述了作者语文本位的语文教学思想，在文学教育、语感、语文教学对话性、语文教学活动本质、
语文教师专业化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认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致力于语文教育的实践
探索和理论研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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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尚文，1939年生，浙江遂昌人。
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在中师、中学执教语文，1988年调入浙江师大，现任语文教学法
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主编浙江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新语文读本》小学版、《现代语文初中读本》、《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1990)、《语文教育学导论》(1994)、《语感论》(1995)、《对韵
新编》(1998)、《语文教学对话论》(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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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学校是一个集体，那么“语文”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一个人。
“语文”是个怎样的人呢？
在我的心目里，“语文”是一个美好、高贵的女性，她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有操守，有责任心
，有使命感，而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需要并也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可是，现实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
有一些时候，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真正的尊重。
在五、六十年代，政府机关里的干部犯了错误了，就把他贬到中小学校当老师。
教什么呢？
语文，似乎只要识几个字，人人能教。
这就是一种不尊重。
现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尊重。
“语文”作为一个人，好像是麻将里的“八搭”、“财神”，哪里缺什么，就把她往哪里放。
她似乎不但不是一个美好、高贵的女性，甚至成了人尽可夫之辈。
 “语文”有她的“独当之任”，这就是她的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责任，独特的任务，独特的规律，不
是“八搭”、“财神”，不是人尽可夫之辈，不能今天让她做“政治”的助教，明天又叫她当“历史
”“地理”的讲师，后天又叫她去传授有关物理、生物、化学的知识。
我觉得，这种语文不受尊重情况，相当普遍，相当严重。
　　作为课程，“语文”可谓命运多舛，开设都一百多年了，至今似乎仍然难识庐山真面目，或雾里
看花，或瞎子摸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前些时候，有论者郑重提出语文课要有“语文味”，一听之下，我吃惊不小：这不等于说食盐要有咸
味吗？
如果食盐连咸味都没了，还能叫食盐吗？
想来想去，我以为问题的根子或许出在我们没有真正弄清中小学为什么要开设语文课这个更为根本的
问题。
　　众所周知，开设语文课的必要在于：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
字的能力。
这就是语文课的“独当之任”，别的课程无法替代、难以完成。
语文课要培养学生具有这一必备的能力，就必须致力于：启发引导学生学习伟大汉语作家（包括翻译
家）、经典汉语作品（包括经典的汉译作品）是如何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向大家名作学理解
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本领。
治病，要对症下药；教学，要对准目标。
我们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忘了中小学开设语文课的初衷，忘了语文课的独当之任，忘了怎样才能提高学
生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浅看了“理解与运用”，误会了“理解与运用”，甚至阉割了“理解
与运用”，只剩下自己所看到的课文内容，再加一点比喻、夸张等修辞方法，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等
描写方法和举事实、列图表等说明方法，等等，以图多少有那么一点“语文味”。
其实，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是一门大学问、一种大本领，一心一意，念兹在兹，尚且未必能够学好
，遑论目标模糊、三心两意、王顾左右而言它、心在将至之鸿鹄者。
辞格及说明、描写的方法等等是语文，但最要紧、最困难的是一般遣词造句的精确妥帖。
这是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主要标杆。
这比了解辞格、说明描写的方法等等要困难十倍、百倍，也要紧十倍、百倍。
而要真正做到精确妥帖，就连大作家也得学一辈子，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哪！
说到这里，不妨再啰嗦一句：语文，最主要的就是教学运用语言文字的精确妥帖，使学生有此自觉的
意识、兴趣和追求。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教育一家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教育一家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