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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6_95_99_E8_c38_55286.htm 语文教育学是一门跨世

纪的语文教育的理论形态，它的建立遵循着语文教育内外部

运动规律。本文将从这 两方面论述它的运动规律，揭示其特

征。 １ 20世纪以来，语文教育观念经过了由知识型人才逐步

向智能型和素质型人才的转变。深深植根于语文教学 实践的

语文教育理论学科也经历了由教授法到学科教学法、教材教

法，再到学科教育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昭 示了学科的发展

越来越取决于社会需要，与社会环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关系，明显地表现出学科产生和发 展的客观辩证法。 20世纪

初，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人才，加之译介的日本和

欧美各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使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教育与国

家富强的关系。在教育革新中，影响最大的，如，废科举，

兴学堂，具有语文学科特点的 “中国文学”课程和“教授法

”课程的设置等，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兴文化的胜利。

“五四”时期，开始 形成对于社会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自由

空气，教育改革也再次为人们所关心。“五四”前后，各种

新思潮涌进 中国，随之各种新教学法，诸如自学辅导法、设

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法、莫礼生单元教学

法 、文纳特卡教学法，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等也纷纷传

入中国。其中，以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儿童主 义”的

教育思想的影响为最大。人们认识到“教”和“授”都是教

师的活动，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于 是陶行知率先

于1919年12月，将南京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一律改



为“教学法”。1922年11月公布施行 “壬戊学制”。这时教

学法的法规地位才得以确立。这个学制与“癸卯学制”“壬

子癸卯学制”比，如果说癸 卯学制在使中国传统旧教育向近

代新教育转化上是关键性的一步，壬子癸卯学制体现了辛亥

革命资产阶级民主 性改革的思想，那么壬戊学制则反映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个综

合性的成 果。它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奠定了

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这个学制的“总说明”明确指出 

：学制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根椐，采取纵横活动主义

，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顺及学生个性及智能。教授 法改教学

法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五四”社会思潮的反映。 

建国后，教育学习苏联，语文教育亦受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影

响，其特点是三中心教学体系，即教师中心、 课堂中心、教

材中心。这种三中心教学体系，其前提是传授知识，适应了

建国后处于恢复和起步、发展阶段的 国民经济的需要。80

、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增长，三

中心教学体系所培养的知识型 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

体系的弱点日益暴露。大语文教育观念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

三中心教学体系。它 主张培养智能型人才。近几年，我国基

础教育明确了国民教育、公民素质教育的性质。语文教育又

面临素质教 育的目标。 从现代世界看，生产力正发生着质的

变化科学、知识、信息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形成生产力。

这一 变化使教育的本质和职能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发展起到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世界教育改革的重点已转向基 础教

育，国民素质教育。现代教育理论集中于教育与社会、教育

与人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课题。美国提出了关于 师范教育改革



的报告，认为“第一项重要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专门学科的教

育学。要用对专门学科的教与学的研 究来代替本科的一般‘

教学法’课程”。因此，按90年代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使现代教 育理论学科化，是各门学科教学

法向各门学科教育学演变的必然趋势。语文教学法向语文教

育学演变正是这一 发展趋势的反映。20世纪以来，学科的互

相渗透、联结、综合、交叉和分化的趋势，影响着学科的发

展。语文 教学法向语文教育学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规律，总是

同国内外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与文学的发展密切 

相关。其影响大致可从两方面看。 （一）内容上的影响 这种

影响是多学科的。这里仅以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学学科为例说

明。 从教育学的渗透看，赫尔巴特教学论、杜威的实用主义

教育，以及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都 产生过影

响。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盛行时正是我国废科举兴学校的时期

。20世纪初，他的教育思想就被系统地介 绍过来。他的形式

教学阶段论，即明了、联合、系统、方法四阶段被广泛应用

于语文教学。在我国由个别教学 形式转向班级教学形式时，

教师受其积极影响，使教学过程有了程式，能按教学程式编

制教案和上课，避免了 班级制教学中的混乱。教学程式在以

后的应用中逐渐僵化，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影响了语文教

学的质量。凯 洛夫的教育思想是建国后传入我国的，对建国

初期的教育发生过较大的影响，特别是语文课的教学程式受

其影 响很大。在肯定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

式，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教授系统知识 上，

凯洛夫和赫尔巴特同属于传统教育思想的范围。杜威于“五

四”前夕来到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它主张活 动课，强调儿



童本位，使我国的教材教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一切从儿童

兴趣出发，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可见 ，教育科学中不同教育

思想向语文教育渗透，能形成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能解决某

一方面的问题。如教师的主 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

教学与教学过程、系统知识传授等问题。语文教学法向语文

教育学发展正是以 对教学中的个别问题、个别层次及其关系

的不断深入研究为前提的。 从心理学的渗透看，近现代学者

关于教学心理的思想较为丰富，并且已经明确提出把实验心

理学和儿童心 理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入教学过程。如，关于

教学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引起学生兴趣，必须唤起学生的注

意， 使记忆与理解相结合，必须因材施教，以及教学中须有

良好的环境等的教学心理的论述都先后被引入教学过程 。在

教材建设上，如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受国外近代

心理学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启发学生自 动精神的理论

影响，在教材选择上，主张用填表法测验青年学生心理性格

和爱好，调查其家庭、生活境遇和阅 读范围，据此选取符合

学生需要的教材。在教法选择上，他提出应有利学生养成自

学习惯，能引起求知动机， 能给予自习工具的标准。艾伟受

“实验教育”影响，把心理学引入教学领域，对阅读、写作

、测验、书写等心 理均进行了实验研究。他的《中学国文教

学心理学》专著就是这些研究的结晶。近十多年来，语文教

学已走上 了心理学化的台阶，更是一派生机勃勃。 从语言文

学学科的渗透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汉字改革问题，

提倡白话，倡议报刊横排，实行公元 纪年等成果，不同程度

地被教材编著者从各自的角度概括进自己的体系。有的增加

了语言、语法、书法；有的 注重了教材内容和教材体裁的更



新，选取了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五四”新文学作

品，其它如新诗、 短篇小说、现代散文、外国文学作品都在

选取范围之列。 又如，对“语文”内涵的认识随着语言学科

的发展亦与前不同。原定论“语”为口头语言，“文”为书

面 语言。近十多年，人们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系统论理论

，从多种角度审视语文内涵，不仅采用实验技术和归 纳方法

，而且采用建立数学符号模型和形式演绎的方法，经过理性

思维的升华，认识到“语文”概念属于单一 形态的范畴，它

是多种内容的统一体，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所谓现代语

文内涵就指这一内涵。具体言之， 语文的内涵包括：①语文

的四种表现形态：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和计算机

语言。体态语言是内部语 言在体态上的表现。计算机语言是

最先进的信息处理工具计算机，跟最古老的信息处理工具语

言的紧 密结合。这种结合使语言学进到现代层次，不仅是基

础学科，而且成了人文科学的“带头学科”。②语文学习 内

容为听说读写四大技能和语文基础知识。 由上看到，学科的

横向移植、渗透，还包括了学科概念、范畴的更新。这种内

容上的影响是语文教育学体 系建构的基石。 （二）思维方式

上的变化 思维方式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

的思维方式。不同时代的人们不仅思维方式不同，而且 观察

具体问题的方式也各异。大体上看，古代人是圆圈式，近代

人是直线式，现代人是网络式。也就是说现代 人的思维方式

不是单一的直觉因果关系的线性思维，而是因和果互相转化

的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网络型的动 态思维方式。这种认识

及其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人的现代主体性的加强，复杂性

、情感性的加强。且不说以 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中心提供的



理论思维发展所带来的语文教学的变化，单就近几年而言，

人们对语文教育的 认识大多已是一种网络型的辩证的动态思

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丰富了语文教育的范畴，又为语文

教育向更 高形态上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思维的武器。如对语言

能力，过去统而言之为听说读写能力，现在的看法则诚如香 

港大学学者陈荣石所述，其一是内在于每个人对语言系统或

规律的认识或掌握内容；其二则将内在认识或掌握 表现于外

在的语言行为。必须两者相辅解释，然后有语言能力的意义

。即是说徒有内在能力而没有外在表达， 根本没法知道能力

的内容，没有内在认识，也不可能有相应语言行为出现。所

以二者互为表里。他这种注重语 言能力内涵结构的思维方式

，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