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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科本体论基础》

内容概要

针对现当代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取向中本体意识的缺失，由史成明编著的
《语文科本体论基础》旨在强调语文本体意识对于中国当代语文教学及其研
究的意义和价值，试图通过对中国现当代语文本体的研究，对处于“丧魂失
魄”和歧路状态的语文教学及其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首先，《语文科本体论基础》从写作缘起切入，从现代语文教学在百年
历程中的历史遭遇和当代境况切入，将语文教育的本体研究放在社会和时代
的大背景之中。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书的研究目标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即
力图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并从教育哲
学的角度考察了百年语文教学的哲学依据和本体上的遮蔽，确立了本书的研
究路径、方法和研究框架。
    其次，《语文科本体论基础》围绕着“语文是什么”的问题，考察了百
年语文在早期把语文教学单纯当成语言教学的偏差，同时也考察了在发展过
程中的把语文教学几乎等同于文学教学以及几乎等同于人文教学的偏差，最
后考察了语文教学作为生活语文教学(“大语文”)的偏差，接着通过“语文
缺失了什么”的讨论，归结出语文教学存在四方面的缺失：生命本位的缺失
、语言本位的缺失、学科本位的缺失、教学本位的缺失，最终明确了语文教
学是学科意义上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语文教学，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辩误从
语文教学元教学的角度回答“语文(语文教学)是什么”的问题。
    再次，《语文科本体论基础》围绕着“语文教什么”的问题，主要考察
了百年语文在教学内容上的偏差和失误。首先从“语文不教什么”切人探讨
了百年语文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大量的“非语文”的内容，即泛语文、伪语
文、反语文；其次又从“不教学生已懂的”、“不教学生虚假的”角度继续
探讨语文教学在语文教学内容上的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文教学教
什么”的探讨，从“教学生生命”、“教学生语言”、“教学生逻辑”、“
教学生基础知识”、“教学生文言素养”等角度作了一定程度的挖掘，并特
别指出了在“语文教什么”上存在的两种失误：教教材或用教材教，把阅读
教学作为语文教学重点。
    与此同时，《语文科本体论基础》还围绕着“语文怎么教”的问题，由
语文教学的可教性讨论切入，重点进行了“语文教学要不要系统”、“语文
多元教学有没有界”、“语文教学是举一反三还是举三反一”、“语文教学
活动追求形式还是追求实质”、“语文教学如何面向传统”等相关问题的探
讨，提出了语文教学还是要追求教学的系统性和层级性，多元教学必须有底
界，语文教学更多强调举三反一，语文教学必须重视传统传承等一观点，其
中有些观点并不是新观点，但却容易为一味求新或追求片面或极端或苟安于
现成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人们所忽视。
    最后，《语文科本体论基础》从百年语文教学的哲学依据切入，从不同
时期的教育哲学的主流切入，分析了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科学主义、人文
主义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应该说，作这样的划分难免有武断和简单化之嫌，
但一是为了论述的清楚起见，二也是为了说明语文教育在中国，和种属学科
——教育一样在相对独立性方面存在太多的欠缺，而更多地为社会、时代、
政治、经济等因素左右和裹挟，这同样也是语文教学在本体上存在较多遮蔽
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认为，从本体角度考察中国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中的成败得失，
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只有基于学校语文教学
和学科语文教学的角度才有可能走向实质和本体意义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
只有在基本确认“教的是‘语文’”和“用符合语文学科规律和特点的方法
或模式来教”才能走向真实、充实和有效；它山之石(西方的教育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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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科本体论基础》

学、母语教学经验)对中国的语文教育的作用不可高估，语文教学必须基于
民族和传统的立场才能走出一条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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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科本体论基础》

书籍目录

1 选题缘由及框架  1.1 选题缘由  1.2 研究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其技
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2 语文是什么  2.1 “语文”源头的学理欠缺  2.2 语文发展中的学
理欠缺  2.3 语文到底是什么？  2.4 结论3 语文教什么  3.1 语文不教什么？(上)  3.2 语文不教什么？(下) 
3.3 语文教什么上的其他错误认识  3.4 语文教什么？4 语文怎么教  4.1 语文教学可教吗？  4.2 语文教学需
要系统和循序渐进吗？  4.3 语文多元教学有界吗？  4.4 语文教学活动重“形”还是重“实”？  4.5 语文
教学如何面对传统？5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哲学基础  5.1 实用主义  5.2 国家主义  5.3 科学化  5.4 人文主
义结语 语文教育本体的遮蔽和澄明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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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叶圣陶的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却不能不说已落后于时代，因为他的这一看法是建立在斯宾塞
的“知识是生活的预备”的基础之上。在今天信息社会和终身化学习社会，精读虽然并未完全过时，
但篇篇、处处都去精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其观点对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至今，还有太多的教师，去讲作者的生平和作品，去讲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捎带着字
、词、句、篇、语、修、逻、文，明知所讲的对学生的理解、感悟和写作甚至应试无益，还是照讲不
误，很多语文教师成了“教混”，而所谓的讲读教学占去了语文教学的绝大部分课时，却几乎无效甚
至负效。　　阅读本位的流行对语文教学的伤害是致命的，它导致了写作教学、听说教学的萎缩退化
和边缘化。“在二三十年代还有一批质量较高的、独立的、多样化的写作教材，单是20年代，较好的
写作教材就有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高语罕的《国文作法》，夏丐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
孙俍工的《记叙文作法讲义》《论说文作法讲义》《小说作法讲义》，张九如的《初中记事文教学本
》《初中写景文教学本》《初中论说文教学本》等”。②同时，对说写关系和教学的研究也较为关注
。到50年代后，随着阅读本位思想的不断强化，在主流范式的强势作用下，说、写教学处于不断萎缩
退化之中，说的教学基本上退出了语文课程，写沦为读的附庸，若有若无，苟延残喘，甚至不少学校
高中阶段基本上不教写作，以致到今天居然找不到一部自成体例的、适合于教学的中小学写作教材。
说、写教材理论的积累就更是少得可怜，致使几部现行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说、写部分理论之缺
乏，内容之简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3.4语文教什么？　　曾经看过一个讨论：语文应该教什
么？那么多的嘉宾和观众七嘴八舌，有人说，语文应该教唐诗；有人说，语文应该教《红楼梦》、《
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有人说，语文应该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应该教“小桥流水
人家”和“杏花、春雨、江南”；有人说语文应该教学生做人⋯⋯这些说法对不对？我认为这些说法
都对，又都不对。说他们的说法是对的，是因为他们说的这些都包含着语文的因子；说他们说的都不
对，是因为这些朴素的知觉的理解会使语文教学内容陷入盲目的各自为战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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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四星，在“3.4语文教什么？”中有偏颇的地方，减半星，其中尚有一些不太周密的地方，减半星
，但整体认识还是很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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