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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了。同时，在一些师范学

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里，还陆续开设了教学法课程。

①到了2O年代，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

成绩，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影响很大。例如，1926年以

前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著作，就有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

学法》（1921），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

（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吴研因

、舒新城的《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梁启超的《

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周铭三、冯顺伯的《中学

国语教学法》（1926）等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

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它初步建立起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

体系，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把语文教学法当作

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O年代末至3O年代中

期的七八年间，非常活跃，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

计，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森然的《中学国文

教学概要》（1929）、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

（1930）、权伯华的《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1932）、顾

子言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3）。曹凤兰的《高小国语

教学法》（1933）、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等等。不难看出，这

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

都有了新的拓展和开掘。 语文教学法研究在2O年代末3O年



代初出现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就在1929年，中学语文教学

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

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的《中学国

文教学概要》，标志着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

水平。王氏的著作不论在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建设上，还是在

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语文教

育史专家顾黄初先生所说，此书是“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

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

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材料”②。和当时的同类著作相比，

《概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

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重要意义的

认识，肯定了中学各学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

二是它试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

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它广

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

来的大量具体材料，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在3O年代的语文教学法研究成果中

，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是我

国语文教育专业中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对语言文学和教

育科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他多年承担中学、大学的国文和

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国

文教学法》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

其主要特点是：基础扎实，论述全面；理论性强，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适合教学。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也是

在3O年代的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种。书名就标明这是一

部研究阅读教学法的专著，是把“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科



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其突出特点，第一，是把心理学的研究

成果引进语文教学，专设“心理论”一编，从培养能力办心

理学角度来研究阅读教学。第二，是主张“全文法”的阅读

教学法。所谓“全文法”，是在总结欧美各国先。进的读法

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传统的程式化的“文字一语句一

段落一全篇”的阅读教学法而提出的，是主张以文章的总体

认知为出发点，把文章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阅读教学的理

论，很有见地。③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内的特殊社会

环境，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低谷。3O年代末至4O年代初

出版的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现有资料，只有魏应鳞的《中

学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1940）、阮真的《中学读文教学

研究》（1940）和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等

有限的几种。其中，蒋氏所编的一种，是最有代表性的。它

的突出特点是：（1）重视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本书的

“绪论”和“余论”，分别论述了语文教师的素养和进修问

题。（2）重视课外辅导。本书专设一编四章，论述了课外指

导问题，提出了“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的观点，并且进

一步强调说，“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实在是“远过于

教室里的正课”的，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3）在论述国

文教学的目的时，运用了“正目的”和“副目的”的概念，

把对于国文教学目的上的多年纷争，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妥善

的解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作者认为，国文教学

的目的有二：（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

“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

赏”。（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

可分为两项：（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



术和文学的流变”；（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

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把语文教

学的目的分为“正副”两个方面，早就有人提过，但第一次

加以科学分析的，却是蒋伯潜在他的这本著作中。④ 总之

，3O年代前后，我国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学法理论的研究

相当重视，参与研究的人也很多，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

许多论文。这一点，从李杏保、顾黄初编选的位十世纪前期

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可以

看出。就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也没有失掉

其理论价值，对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情况，和解

放后3O年（1949－1979）的同类研究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

差；即使和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

不逊色。这种情况，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值

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便继承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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