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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的新视野》

内容概要

语文课程是什么？怎样看语文课程？
　　首先，语文是一种文化。它负载文化，呈现文化，传递文化，反映人类文化的基本成果。因此，
对语文课程的理解，有赖于对文化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教材质量的高低，实质上是教材编者文
化底蕴厚薄的反映；教学水平的差别，实质上也是教师文化素质高低的表现。文化底蕴越深厚，对语
文学科本质特点的认识也越准确、越深刻。准确地把握就是科学性，审美地把握就是艺术性，科学性
和艺术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新境界。
　　为此，要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连接，关注中华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可以说，真正
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的，才是真正现代的；真正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前，一是找准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化的契合点，活化传统文化，使之为现代服务；二是注意吸纳世界多元文化，拓宽学生的文化
视野，导引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沟通。
　　每个人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是特定文化遗产影响下的人，师生亦然。不能脱离“文化背
景”孤立地看语文教学法中师生的言语行为，也不能离开“文化”去孤立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每一
次教学活动都是一次文化活动，一种文化现象。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下受到感化、美化、净化。应
着力建构新型的语文课程文化、语文教学文化乃至于语文课堂文化，使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体现一定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要尊重人、相信人，张扬人的个性，发掘人的潜能。
要使语文课程成为“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成为“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的发展
”的课程。
　　还要关注尊重儿童文化，小学语文，首先姓“语”，因此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不能把语
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科学课或别的什么课。小学语文又姓“小”，是儿童的语文教育，因此必须了
解儿童、研究儿童，懂得儿童文化的特点。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儿童常常在现实世界和想像世
界之间自由地转换甚至模糊了幻想和现实的界线。决不要武断地指责孩子们的“无知”，正是这些想
入非非的幻想、标新立异的见解，造就崭新的儿童文化，显露了儿童的天性，是智慧的花蕾，是创新
的萌芽。
　　其二，语文课程是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教
育过程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转化的过程。由此，杜威特别关注儿童
的经验，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经验的改造。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把杜威的话倒过来说，认为生活即教育。有生活就有教育，生活含有教育的意
义；教育乃生活的改造。生活决定教育，生活教育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
　　上述言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容纳儿童的生活经验，还要改造、提炼儿童的生活经验。要把
粗糙、零碎的儿童生活经验改造为与语文学习相融通的经验，以解决语文课程的抽象性、典型性和儿
童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的矛盾。并把儿童经验作为“已知通向未知”的桥梁，让儿童感到亲切、亲
近。当然也要容纳教师的经验，并改造教师的经验，使之和教材贯通、和儿童靠近。
　　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的教学生活，把教学过程还原为生活过程，把教学情境还原为生活情境；把教
学活动还原为儿童的生命活动。生活，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虚拟的生活；师生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
不是戴着面具的人，是真心真意、有真情实感的人。儿童应是本真的儿童，教师应是本色的教师。教
师不是“做戏”，教学拒绝“作态”。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话语应是生活化的话语，教师的动作表
情应是生活化的动作表情。儿童也是生活中的儿童，是天真烂漫、幼稚可爱的儿童。有的青年教师在
课堂上板着面孔，压着嗓子和儿童虚以应对，试图建立自己的“权威”，其实，所谓“权威”，正是
师生关系的屏障。为什么教师不露本相、显本色，以生活化的形象带给学生真心、真情哩！
第三，语文课程是师生的生命和灵魂的一面镜子，师生都可以在“课程”这面镜子里“影镜自我”、
认识自我、成长自我。人不仅是个体的存在，而且还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
映。在教学活动中，师生是平等的。学生的地位和权利是本应有的地位和权利，不是教师的施舍和恩
赐。教师不是知识的惟一占有者，教师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应允许学生怀疑、质疑，鼓励学生对
教师的话语进行补充和纠正。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不是在“教”学生，而是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
起探讨、一起兴奋、一起激动。是平等的对话，是民主的交流，是自由的讨论。
　　在教学活动中，每一位教师和学生既是具有独特性、自主性的存在，又是特定关系之中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性、独特性，反映出师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正是这些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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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各具特色的个性，形成了教学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没有个性就没有独特
性，也不会有创造性。张扬个性既是教学新理念，又是教学新策略，有助于解决教学要求的统一性、
规范性和儿童个性的多样性、复杂性的矛盾。当前，理论上不反对‘发展个性’，但实际上对学生管
得很紧，统得太死，没有给学生个性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依然习惯于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学
生，用固有模式去规范一切教学活动。在教学中并不是完全按预制的方案行事的，常常因某种意想不
到的原因，使教学过程或停顿、或迂回、或反复、或跳跃，因此，教师要善于和“不确定性”打交道
。既要考察教学活动的有序性、规律性、和谐性、一致性，又要考察教学活动中的易变性、反常性、
无序性、随机性、偶然性。要用有序性的原则、规则、规律，明确的概念武装起来，在不确定性、模
糊性、偶然性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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