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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语感·对话》

内容概要

《人文·语感·对话:王尚文语文教育论集》所选的篇目，大多数都发表过，也选入了个别未发表过的
文章。《人文·语感·对话:王尚文语文教育论集》按所论述的主题，分为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按不同
的重点又分为几组，每组一般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庶几可以见出王先生有关思想的演进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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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语感·对话》

书籍目录

前言
一　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
“说什么”与“怎么说”
论说文的理论美
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
“语文意识”：语文教学的阶梯
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
谈“话”说“文”论“语文”
语文是什么
为“咬文嚼字”鼓与呼!
一个被遗忘的定语
“汉语文教学法”应突出一个“汉”字
朱熹读书法的语文教育价值
走出对联教学的尴尬
论汉语素养
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强渡“汉界楚河”——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点浅见
识字：小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任务——在海南的讲话
从“宰予‘画’寝”说开去
二　文学：青少年的“通‘人’宝玉”
艺术形象的灵与肉
从主体间性看文学教育
佩上你的“通‘人’宝玉”——谈文学教育
呼吁“语文”一分为二
文学教育应该相对独立
论语文课程的复合性
文学教育的一道初阳——也评《郭初阳课堂实录》
论文学素养
学一点文学知识
体验：文学教育的必由之路
三　人文原在语文中
教育：“立人”与“愚民”——略论鲁迅先生的教育思想
从“心”、“言”关系看语文课的工具性
有关语文学科性质的两个问题
语文教学的斯芬克司之谜
魂兮，归来！——再论语文学科性质之谜
呼唤语文教学观念的大讨论——“《北京文学》效应”感言
一弦一柱思华年——我看语文教育60年的理论争鸣
言语形式与言语主体
人文原在语文中——在“沪港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读写听说的动机问题
生活化：语文教学的必由之路
漫谈课内与课外
四　语感与“语感中心说”
语感管窥
语感是言语形式感
语词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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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与境感
语感：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热点
语文教学的错位现象
为“语感中心说”申辩
语文教学“知识中心说”质疑
论语感图式与语感素质
与诗人西渡谈语感和阅读
五　教学生学会对话
对话：语文教学的新观念
关于“对话型”语文教学的对话
“生成”与“入侵”
教学生学会对话
我看“平等者中的首席”
“对话型教学”三人谈
巴赫金“对语”的启示
关于“语文教学对话”的对话
一份富于创见的答案
“非指示性”就是把人当作人
师生合作共同成长
写作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
六　教材：走进经典尚友巨人
学习民族语铸造民族魂
《浙江省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本》编写构想(提纲)
课文编写规范
教学参考书编写说明与规范
《新语文读本》出版说明
《新语文写作》出版前言
走进经典尚友巨人——《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
努力书写一个“人”字——谈《新语文读本》的编写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和《新语文读本》
追求经典大气与童心童趣的完美结合——谈《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写
《现代语文》(初中读本)出版说明
《现代语文》(初中读本)编者的话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初版前言
《大学语文》出版说明
关于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的几点建议
七　期待更进一步的变革
效率不高是综合症
新课程的当务之急
“文白并重”是开历史倒车
语文教育呼唤现代化
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十对关系
期待更进一步的变革
也谈语文教育大趋势
解开语文教改的死结
关于逐步恢复我国师范教育免收学生费用的建议
打造师大品牌服务基础教育——关于开设人文学院免费试点班的初步设想
回顾与前瞻——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硕士的培养工作
浙江省中语会会长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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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可教
“传道受业解惑”的再认识
试论“教”、“学”的内在同一性
说“让学”
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自我
继承传统与解剖自我
读书：拯救自己，创造自己
建设理想化的人格自我
也谈“大公有私”
愚昧原来有两种——重读《智识即罪恶》
教师良知的守护者——读吴非《不跪着教书》
仁者气象　贤者风范——陈冬辉老师印象
代跋
教师活在关爱中　——在“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附录
王尚文专著目录
王尚文所编教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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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则说：“高中课程设置了语言和文学、数学⋯⋯
等八个学习领域。”它所说的“语言和文学”指的就是语文和英语，可见语文是“复合型”课程，它
承担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项任务，这两项任务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强调文学教育的必要性，是《
课标》和《方案》之所同，而《方案》则还进一步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从指示“一般
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到强调文学教育的必要性，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如果不是同时意识到
文学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则文学教育就有落空的危险，其必要性也就无从体现。缺乏文学教育具有相
对独立性的意识，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根子很可能还是在于对文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尚未真正完
全到位。　　传统哲学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划分为知、情、意三个领域。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三个领
域都得到和谐的发展，才是一个素质全面的人。在教育领域，与此对应的就有智、美、德三育。所谓
美育，对应于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由于审美是一种感受，审美活动是人的心理领域的自我实现，是人
的情感本质的自我实现。因此，美育的根本性质是情感性，美育主要是情感教育。王国维指出：“美
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蔡元培也认为：“美育者
，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与智育相辅而成，以图德育之竟成者也。”可
以说，德育和智育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人之为人的外在规范，而美育——情育则是使受教育者具有人之
为人的内在需要，并且使人之为人的外在规范成为自觉的必然的向往和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爱因斯坦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他可以成为_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
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
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
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因此，美育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音乐、美术，进行
美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文学教育，即通过文学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心灵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
育。　　文学作为艺术，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审美性，使读者获得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愉快，它是审美主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是其个性情感的创造性表现和升华，
在陶冶情感的同时，认识自己，使其心灵获得解放、自由。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其身上就带有作者对
他的审美判断的烙印。审美性体现在文学作品里就是把好还给好，把坏还给坏，把美还给美，把丑还
给丑；甚至使好的更好，使坏的更坏，使美的更美，使丑的更丑。而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经常会爱
不释手、如痴如醉，有一种“自己发见的欢喜”（厨川白村语），哀其所哀、悲其所悲、忧其所忧、
乐其所乐；读到高兴处会开怀大笑，而读到忧伤处又会黯然落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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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启发的书
2、择要读之，收获很多。语文学科的核心确实要慢慢从“讲什么”和“写什么”转移向“怎么讲”
和“怎么写”。这对孩子们是个挑战，对老师更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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