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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语文教学的自信
汪　杰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会昌中学，江西 赣州 342600）

语文的自信建立在自信的语文之上，语文教学的自信建立在

自信的语文教学之上。因此，重建语文教学的自信，简而言之，

就是让语文回到真正的语文，让语文教学回到它真实的本身。

一、语文是中小学生系统学习语言、文字和文学的母语课程，

是我 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下的一门基础性的课程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对中国人来说，走向

世界需要学好英语，而走向世界又不失却自身则需要学好汉语。

汉语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根，也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符号

表征的识别系统。

语文和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或许正因为重要，近年

来人们对语文教学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进行着“海量”的讨论。然而，

在各种各样的批评与讨论中，在各种各样的改革与探究中，语文

教学应该如何却更加茫然，语文教学的自信与底气是越来越不足。

这种自信与底气的不足，首先源于我们给语文教学附加了过

于沉重的负荷，这种负荷让我们精神紧张、呼吸不畅。我们曾经

强调“文以载道”，语文教学具有太强的思想政治的教化工具性

和实用性；再后来发现只有工具性是片面的，于是强调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统一。且不说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在面对特定的学生，

要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这二者是否有必要统一及如何去统一；

只一个“人文性”就包含着思想、道德、审美、心理、人格等多

种因素，而每一种因素都很复杂，语文教学的负荷就已经过于沉

重。我们常常为了理论阐述上的全面和辨论，导致实践操作中的

困难和窘迫。其实，这里混淆着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一是一个人、

一群人、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修养，所体现和代表着的基本素质

和人文素质；二是某个特定阶段的语文教学所能够给学生提供的

基本养料和人文环境，尽管二者具有一种总体上的正相关，但二

者是完全不对称的，因而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更不能理解为

是一个东西。

这种自信与底气的不足，也源于语文教学一直处于教学改革

的最前沿，几乎成为各种改革口号、改革措施的最大实验场和试

验区。改革总是要破坏什么，也总是要建设什么。于是语文教学

就像一个永远处于建设之中的大工地，处处是“爆破”、处处是“废

墟”、处处是“脚手架”。语文教学改革的低水平重复不亚于我

国经济建设的低水平重复。甚至于有些低水平的教学改革，直接

破坏着语文教学的根本。如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所流行于中小学

的语文目标教学，将整体性的语言文学作品用双向细目表的“知

识点”来描述和呈现，教学过程成为教师讲解知识点，学生学习

知识点的过程，从而彻底颠覆了语文教学的本性。再如语文教学

滥用“发现法”或“探究式”，将语文学习过程等同于科学发现

过程，使语文教学沦落为一种程序和技术，不恰当地过滤掉语文

教学的审美体验性和自我表现性。这种低水平的教学改革愈多，

愈让人感受着语文教学的无奈和茫然，愈让人看不清语文教学的

方向和未来。

二、语文的自信建立在自信的语文之上，语文教学的自信建

立在自信的语文教学之上

重建语文教学的自信，简而言之，就是让语文回到真正的语文，

让语文教学回到它真实的本身。

回到真正的语文教学，首先要减轻语文的过重负荷，尤其是

语文教学的伦理道德负荷。有专家分析马家爵犯罪的根源，得出

了令人惊讶的结论：马家爵在中学学习时，数理化学得好，语文

学得很糟，因而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这

一观点如果站得住脚并可进行类推的话，将是极其可怕的：即凡

是语文学不好的都将犯罪，而犯罪的根源是中学语文教学。这样

的观点能够在国内一大报上发表，代表了国人对语文和语文教学

的一种集体判断，表明我们对语文和语文教学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一种最为典型的大众化推论是，语文素养是人的基本素养，而这

种基本素养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产物。不能否认，好的语文教学

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不始之于学校，

也决不终于学校，更不是局限于语文教学和语文课堂。当我们无

限放大语文和语文教学的功能、目的和任务时，就使语文和语文

教学承受了无法承受之重，也使语文教师承受着无法承受之重。

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讨论，语文固然是一

种人文教育，但人文教育不仅仅是语文，历史、地理是人文教育，

音乐、美术、体育是人文教育，数理化也是一种人文教育，一种

科学的人文教育；学校教育中的人文教育需要各门学科的通力合

作和共同努力。

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语文教学就是语文教学，也只是语文教

学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过重负担 中解放出

来，从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过高期望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语文和

语文教学功能、目的和任务的有限性，认识到处于某个特定阶段

的语文教学对促进学生发展的有限性，才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从而建立起语文教学的真正自信，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无限膨胀的

自信。

我们无法回避今天的时代是视觉（眼球）的时代，是一个读

图的时代，是一个动漫的时代，是一个趣味日趋平面化和浅薄化

的时代。或许正因为如此，语文教学更应拒绝读图和动漫的直观

感受，更应坚信语言文字本身所能够提供的思维和想象的巨大空

间，更应学会理解、欣赏和创造语言文字所表现的丰富而多样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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