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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 文教材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之一,范 文作为语文教材的主体部分 ,是 语文教材编选的核心。选取什

么样的文章作为范文,既 要遵循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还 要依据语文教材的编选策略。因此 ,语 文教材中的范

文编选需要立足三个策略——典范性 :示 之
·
以范,授 之以渔 ;接 受性:晓 之以理 ,动 之以情;人 文性 :启 之以思,导 之

以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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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顾名思义 ,教学之材料 ,既是教师在课程

标准(教学大纲)指导下组织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

务最重要的载体 ,又是教师与学生、课程标准 (教学

大纲)与教学实践活动之间的中介。语文教学主要

是通过学生阅读和教师讲授以范文编选形式出现的

语文教材(教科书)得以完成的 ,其 中 ,“ 语文教材是

学生最基本的语文读物 ,语文基础知识的来源 ,也是

思维和语言训练、语文素质养成的典型范本
”
[叫

(9z页 )。 语文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

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形成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 ,而训

练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 ,必须通过大量的言语材料

来进行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指出的 :“ 国文教学的目

标 ,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 ,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 ,

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 ,都得

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

或选文 ,然 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
”

[2](19页 )

“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传授语文知识 ,训 练语文

能力 ,进行思想教育 ,培养审美情趣 ,主要以课文为

凭借。因此 ,范文的选择与加工 ,将决定教科书的质

量
”
[3](10T页 )。 范文是言语材料的集中体现和文

化积淀 ,也是语文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言语材料 ,是

学生课堂语文学习最主要的语言资源。叶圣陶先生

说得好 :“ 我们以为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 ,不论

目的何在 ,是从来国文科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

不完的 ,与其漫然的瞎读 ,究 不如定了目标来读。
”

[21(1TT页 )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

天 ,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符合语文课程标准的要

求 ,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反 映社会、政治、经济、

科技的发展需求 ,“ 一套语文教材 ,事 关母语的严

谨、纯洁、规范 ,关系到学科知识的学习、民族精神的

弘扬和一代人思想道德情操的熏陶 ,百年大计 ,莫此

为甚
”
[4](1铞 页)。 因此 ,选 取什么样的文章作为

范文便成了语文教材建设和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语文教材中范文的选取不仅要反映人类社会历

史的发展 ,而且更要展现中国语文 自身的品格和情

怀 ,要 光扬汉语言的母语化情感和民族化特色。
“
语文教材应当具有双重品格 ,它在内容上包容了

社会所需的各种知识 ,在形式上体现了语言和文字

的运用规则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
[3](45页 )。 从外

部因素来看 ,语文教材的编写要受教育目的、社会发

展需要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 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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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教材的选文必须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人

文精神价值与语言教育价值 ,因 此 ,“ 我们不仅要求

选文的思想内容与语言表达做到有机统一 ,而且还

要求选文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人文

意蕴和审美价值 ,在语言表达上生动准确、隽永晓

畅、富有个性
”
[到 (1Og JO9页 )。 要达成语文教材

的这一理念 ,就需要寻找到范文的编选策略。笔者

以为,语文教材中的范文编选应该立足以下三个策

略——典范性 :示之以范 ,授之以渔 ;接受性 :晓之以

理 ,动之以情 ;人文性 :启 之以思 ,导之以行。

一 典范性 :示之以范 ,授之以渔

什么是
“
典范

”?就是经典、示范。范文的
“
典

范
”
,就是在于其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要 经得起时

间考验。文章作为艺术的精华 ,不 仅在当时而且直

到今天、未来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空间和视阈。这既

是文章本身的魅力和生命力 ,也是语文教材的魅力

和生命力。夸美纽斯指出 :“ 一切语文都不要从文

法去学习 ,要从合适的作家去学习
”
[6](79页 )。 语

文教学选取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作为语文学习的蓝

本 ,强调如何通过范文学习引导学生理解怎样学会

观察、思维、感受 ,怎样学习表达技巧、立意选材、积

累语词 ,甚 至要求学生仿写、续写、补写、改写等。叶

圣陶先生对范文功能的认识非常明确 :“ 知识是教

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 ,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

练成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 ,凭这个例子要使

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的技

能。
”
[2](152页 )因 此 ,作为言语学习的范例 ,范文

要有示范性与可操作性。

与一般的文章相比,范文传递和接受的不仅是

语文载体所承载的重要内容 ,包 括知识、思想、情感

等等 ,而且更主要的是语文载体本身 ,包括文字、词

汇、语句等语言材料以及语言表达的技能技巧。与

一般的语文读物相比,范 文所展示和传递的内容和

形式 ,都要受语文课程的性质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制

约 ,为实现语文课程目标、教学要求而存在 ,具有独

特的教育教学功能。
“
语文教学旨在利用他人成熟

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 ,使他们

的言语行为和言语成品从随意走向规范 ,从幼稚走

向成熟
”
[7](221页 )。 范文学习是对母语语言的传

习与训练 ,对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而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通过言语材料的学习进行思维训

练的过程。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思维 ,训 练语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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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思维。范文不仅向我们展示着作者运用语言表

达 自己特殊的思想、理想、情感、情绪的方式方法和

极富创新个性色彩的言语经验 ,而 且对学生的思维

启迪、智力开发、技能培养、直觉感染具有特别的意

义。在某种意义上说 ,“ 引导学生学习和积累这些

有用的表情达意的材料和经验 ,也正是学校语文教

学的真谛所在
”
[7](2"页 )。

母语语言的学习包括字、词、语法、修辞的习得、

运用和积累 ,在语文学习中主要是在文学作品和各

体文章的阅读中进行的。尤其是那些范文语言 ,应

该是该民族语言的典范 ,对于学生母语运用的规范

和美化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学生通过阅读 ,范文

中的许多优美语言不仅能给学生以视觉上的冲击

力 ,而且在心灵上也给予一种震撼力 ,甚至留下无尽

的空间 ,升腾学生的想像力、联想力。人类学习语言

无外乎两个途径 :一是口语交际 ,一是阅读引导。范

文是学生学习语文、学习母语语言最主要的凭借 ,包

括母语语言的拼写规则、母语语言的运用规范、母语

语言的修辞方法、母语语言的表达方式等。从某种

意义上讲 ,通 过范文的阅读来引导学生积累和丰富

自己的语言 ,是更重要、更主要的一条语言学习的途

径 ,因 为范文本身收纳了众多的文字、词汇特别是色

彩缤纷、蕴藉悠远的语句 ,能够为学生语言的积累和

丰富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
熟读唐诗

三百篇 ,不会作诗也会吟
”

,“ 熟读古文三百篇 ,不会

作文也会编
”
,这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一个

传统的经验和规律。
“
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 ,从 青年现在或将来需

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 出来的例子 ;其意思是说你如

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 ,这就大概能阅

读同类的书 ,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

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人手 ,目 的却在阅读种种的

书
”
[2](1Bz-1Bs页 )。 语文教学并非要把学生都培

养成作家 ,但是通过范文提升学生的语言品味和阅

读、写作的能力 ,这 一环节必不可少。经典、示范性

的范文能直接进人民族语言和艺术的宝库 ,既 是民

族语言的基本构成、语法规范的体现 ,又是民族艺术

的一方奇葩 ;既是个性的表达 ,又是审美的创造。这

种范文对于当下的语文学习来说 ,有 利于阅读、理

解 ,有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和艺术品味的涵养 ;对未

来的发展来说 ,学 生能通过作 品了解历史、了解社

会、了解人生 ,感受社会 的力量和语言的魅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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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语言是一种存在 ,一种心灵疆域的驰骋和生存图

景的展布。作家的语言是生存化的,又是生活化的 ,

其生命力正是来自于作品语言本身的生生不息和主

题背后的绵延深广。例如《背影》,冲淡平和的语言

基调堪称散文精品,而且更因其字里行间饱蘸的舐

犊之情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心理距离而为人传诵。

例如现在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 ,单从语言的角度讲 ,

其中有不少
“
精品

”
。这样的文章 ,读 起来妙趣横

生 ,其语言也可以直接用于自己的作文。优秀的范

文
“
之所以可以成为青少年一代学习语言的范例 ,

是因为作者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成功地、有创造性

地应用了民族共同语言规律 ,表达了自身独特的见

解和情感 ,给时人或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从共同的

语言规律到个人言语成品的过程中,作 者存在着
‘
具体化

’
的心智运作 ,作 品是民族共同语言规律的

一个特例。这个特例 ,要 求教学这篇范例的师生能

够从中看出并抽取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因为只

有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则才能够促进学生去

迁移和应用
”
[8](99页 )。

当前 ,语文的
“
工具性

”
与

“
人文性

”
是争论不休

的问题。事实上 ,就范文来说 ,工具性是不可回避的

内容 ,范文就是学生语言学习的典范 ,就是要让学生

掌握
“
语言

”
这个工具。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当学生

已经能够把学习中积累的语言转化成自己语言的时

候 ,将他们表达出来并能够反复运用时 ,便成为了学

生自己的工具。语文教材里的范文不仅能为学生正

确、健康地运用母语提供示范 ,而且还能为学生创

造、艺术地运用母语提供参照。教材里的范文数量

虽然有限,却集中了古今中外的语言精华 ,学生通过

阅读这些优秀的言语作品,既可以欣赏、玩味其中的

妙词佳句 ,又可以在自觉吸收、积累这些语言的同时

创造性运用和个性化表达。我们说 ,典 范性深刻呈

现出言语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教材自身的文化传

创品性和语言言说的实践品格决定了范文应该是能

让学生学习、摹仿、创造。例如 ,文言文的编选 ,“ 宾

语前置句
”
是怎样的一种句式?其句式特点和规则

是什么?这就需要选择具有这种句式的范文予以示

范。而关于
“
铭

”
这种文体 ,《 陋室铭》的行文、语言

具有示范功能 ,不少学生还能根据 自身生活摹仿写

出各种类的
“
铭

”
来。还有《长歌行》与《短歌行》,

为什么《长歌行》比《短歌行》短?选择具有典范性

的范文 ,学生能一目了然还能产生浓厚的兴趣。现

当代文章也是如此。例如《记念刘和珍君》中
“
真的

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

“
沉默啊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

这样的语句 ,至今还活跃在学生的脑海、作文中,至

今还流传在社会与生活之中。

事实上 ,范 文学习是培养学生一种对语言的敏

感与惊奇 ,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和策略性。汉字

本身的结构美、音乐美表达了人的文化心态 ,优秀的

范文往往能触及学生思维的枢纽和情感的闸门,因

为语言就是一种思维的表达 ,一种情感的呈述。这

种语言给予学生一种启迪 ,一种震撼 ,学生愿意走进

并亲近这种语言 ,拥 抱并拥有这种语言 ,于是也在思

考 ,我 为什么不可以写出这样的语言 ,我也能写出这

样的语言。
“
语文教材的课文是作者经过一系列复

杂的智能操作写成的,其 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力

因素和语文技能因素 ,课文所具有的范例功能 ,主要

就是这些因素对学生学习语文和发展心理所产生的

积极影响
”
[9]。 在惊叹于作者语言魅力的同时 ,也

激发起学生语言的原创力和生长力。字词的绝妙组

合 ,情趣的完美聚合最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作者的思

维、思想、情感、情绪 ,这种范文的示范性恰恰完成了

对学生语言的诱发和塑造 ,对学生思维的开启和渲

染。由此可见 ,范文学习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积淀

起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敏锐的语感能力。不断地接受

这些优秀的范文 ,从接受范文语言的冲击、刺激到自

觉地学习、吸收 ,其抽象的语言规则意识、言语材料

的运用能力、语言的修辞技巧也就 自然形成了。在

具体感受、直接领悟这些范文例子的基础上 ,学生就

不仅能深人理解这些语言作品,而且能牢固掌握母

语语言运用的规律和规则了。可以说 ,“ 课文的典

范性是整个语文教材典范性的核心⋯⋯课文是不是

具有典范性 ,这才是语文教材生命力强弱的决定性

环节
”
[10]。 范文的典范性 ,其精义就在于对学生

语言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拓展 ,对学生想像和联想的

激荡 ,对学生言语之
“
思

”
和语言之

“
诗

”
的光扬。

二 接受性 :晓 之以理 ,动之以情

语文教材的范文编选 ,曾 经一度单一围绕语文

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来组织 ,如今从学生喜欢的、亲

身体验的生活场景、情境人手选取内容 ,强化审美体

验、实践创新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

丰富的感情世界 ,在 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想象力、

创造力等方面有重要启发。感染与接受、鉴赏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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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表现与创造、文学与文化是重要的学习领域和学

习方式 ,是整个语文教学的基础 ,是培养学生语文审

美能力、语文创造能力的有效途径。语文教材中选

取的范文应当激发学生欣赏文章的兴趣 ,使他们养

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逐步积累鉴赏文章的经验 ,鼓励

学生在阅读中有独立的感受与见解 ,“ 只要课文对

中学生有可感觉性和感受性 ,能 够感发他的幻想力

和想象力 ,能够激发他的个人表达欲望 ,他就会调遣

自己的语言储备 ,把 民族语言转化为表达自己的生

活观察和体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
‘
工具

”

[11]。 所以,范 文应该提高学生的语言感受、语言

表现、个性化言语能力和交际技能 ,帮 助学生树立大

胆表现语言的自信心 ,在 提高学生的语文审美能力

及文化艺术素养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这关键在于范文的可读性程度和学生的可接受

水平。

我们的语文教材以选文为主,即选现成的文章 ,

按照一定的教学目标和线索编排在一起。但这些文

章的作者在创作时,大多是以成人读者为阅读对象

的,很少考虑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需

要。因此 ,语文教材的编写者 ,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一

点 ,注意选文的可接受性 ,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选课

文 ,更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分析课文。
“
教科书的

‘
可接受性

’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选材要考虑特定

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 ,深浅适度 ;二是选材要适合学

生的生理心理特点 ,具 有一定的趣味性
”
[12](“

页)。 一些年龄教育心理学家特别强调在编写过程

中贯彻心理学原则 ,指 出
“
教科书的叙述方式 ,除应

遵循学科内容的编排体系外 ,还应注意能引起学生

的兴趣 ,激发学生的思维 ,扩大学生的眼界 ,促 进学

生在学习知识时发挥独立性
”
。

“
应考虑到课本所

传授的知识应当同儿童的生活经验 ,同 他们惯用的

逻辑推理密切联系起来
”
、
“
教科书应当是引人人胜

的和有趣的,应能发展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学精神
”

[13](1硐一141页 )。 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赞科夫

曾在⒛ 世纪 50年代编写语文教材时强调
“
年龄兴

趣性
”

:“ 一方面,所选文章要符合儿童年龄心理特

征 ,作 品应符合儿童掌握语言的可能性——儿童能

独立地阅读作品 ,能理解其基本思想 ,作品有高度的

诗意 ,儿童能从中得到享受 ;另 一方面 ,所 选文章能

使儿童感到有趣
”
[14](⒛9页 )。 对于青少年来说 ,

他们的求知欲望特别强烈 ,创造意识活跃 -一切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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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逐步成型之中,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他们获

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

和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进步 ,又使中学生的

思想观念不断更新 ,思维模式不断变化 ,甚至言语材

料和言语表达方式也不断丰富。因此 ,我 们编选的

范文 ,无论是题材、体裁、主题、立意 ,不但要注重
“
有用

”“
有益

”
,还要注重

“
有趣

”“
有味

”
,要避免陈

旧、狭窄 ,力求新颖、丰富。范文教学 ,要培养学生敏

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像力和深刻的

见解力 ,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的激情 ,一种

想像的力量 ,一种探索的勇气 ,一种浪漫的精神 ,能

欣赏语言的美和驾驭语言 ,启 发学生阅读的创造性。

陈启天在谈到国文教材标准时指出 ,国 文的内容要

真 ,“ 一要合于科学的道理 ;二要合于人生的真义 ;

还要这样真的内容 ,是 中学生切己的问题 ,是 中学生

能解的事实 ,才易收教授上最大的功用
”
[15](157

页);沈 仲九指出,“ 国文研究的材料 ,以 和人生最有

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 ,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

问题的文章写目。这种问题和文章 ,要 适合学生的

心理 ,现代的思潮 ,实际的生活 ,社会的需要 ,世界的

大势 ,而且要有兴味
”
[16](103页 )。

当前关注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不少是大学教

授、著名作家 ,他们往往从 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出发 ,

认为学生应该多读古今中外的名篇名作 ,强 调文学

修养和文化熏陶。诚然 ,这与语文教学的总目标是

一致的,但是 ,学生由于年龄、心理、个性、性格、爱

好、家庭背景等不同 ,他们对文章的选取、需求、兴趣

都会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适宜于任何年龄阶

段的人阅读和接受 ,也不是所有的语言形式都能被

各种语文水平的人所接受。
“
并非所有的名家名篇

对所有学生都能够产生吸引力的;有没有吸引力 ,要

看它们对学生来说是否有意义 ;而意义的存在不是

纯客观的,而是由学生的主观感受来决定的
”
[17]

(258页
)。 只有那些具有很强烈的直接可感性的作

品 ,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穿透力 ,还有艺术形象的感染

力 ,才会真正吸引读者 ,打动读者。学生会为语言功

夫和形象塑造所折服 ,为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融化。

这已经不再是学生对作品的感受 ,更是一种享受 ,学

生不仅接受了作品本身 ,而且也在心中重新诠释了

作品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说 ,范文的编选还必须依

据学生的身心特点、生活需要、年龄特征和认知规

律 ,从某种程度上说 ,关注学生的心理是语文教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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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调动学生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以及活跃课堂

气氛、拓展课堂空间的关键环节。
“
教材教材 ,是用

来教学生的材料 ,而
‘
教

’
的规律是离不开教学双方

的心理规律的 ,就 以课文的选择为例 ,课 文不仅是
‘
范例

’
,而且还应该是

‘
适例

’
,也就是说适宜于某

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
”
[18](216页 )。 在这

一方面,国外的一些教材做得比我国好 ,他们非常重

视教材的可读性和可感性。如 :俄 罗斯认为教科书

应
“
具有供学生独立学习的可接受性

”
[19](250

页),日 本的教材注意
“
精选适合中学生身心发展阶

段的题材和内容
”
[⒛ ](z93页 )。

就一个作品而言,学生能够感受到的是其最基

本的话语形式、语体风格和语义背景 ,即使有个别字

词、语句、段落不懂也没有关系 ,通过具体讲解、全文

联系,能够自觉运用的词语丰富了,修辞手法增多

了,语言形式、语言表现力自然也就增加了。例如编

选《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篇课文 ,这 本来是一首歌

词 ,但其语言的清新可人、节奏的优雅动人远非一般

的作品可比,我们的语文教材完全可以做这样的一

种尝试。过去我们的语文教材 ,太注重思想政治方

面的标准 ,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特点、性格特征和认

知规律 ,忽视了文章应该体现与语文教学相关的教

育内涵、语言的训练与积累、语感的体会与涵养、思

维的拓展与开阔、情感的陶冶与体验。文章本身是

一种艺术 ,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文章的基本标准 ,但是

否适合语文教学并不能按照艺术创作的标准。编选

一些政论性很强的文章 ,学生学起来乏味 ,老师教起

来吃力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批评的 :“ 苟编者并不好

之 ,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 ,学生好之而乐诵之

乎 ?” [21](719页 )

“
语文教材是

‘
教本

’
,更是

‘
学本

’
,是学生学习

语文最主要的凭借。因此 ,语文教材的编写必须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必须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 ,必须

有利于学生进行理解性学习,实现知识的迁移 ,学会

运用知识 ,培养技能 ,必须有利于学生创造力和自学

能力的培养
”
[” ](绍8页 )。 教育讲究

“
因材施教

”
,

语文教材也应该
“
量体裁衣

”
,不 能纯粹为迎合时代

而肆意助长思想政治高度 ,语文教学不是政治教育 ,

语文教材也不是理论读本 ,童庆炳先生认为
“
教材

应该选那些风流蕴藉的作品 ,‘ 风流蕴藉
’
,这是我

们古人对文学语言的要求。
‘
风流

’
就是有诗意 ,

‘
蕴藉

’
是指蕴含的内涵丰富深厚。它要求言外之

意 ,景外之景 ,象外之象
”
[23](69页 )。 在很大程度

上说 ,语文教材的范文并不是着重于诉诸人的理智 ,

而是侧重于呼唤人的感情。换言之 ,如 果范文仅仅

是思想政治材料而毫无趣味性和启发性可言 ,这种

范文也就失去了它的教学价值和意义 ,自 然也就失

去了读者和教者。这不仅会扼杀学生的主动性、积

极性 ,也会损害文章的阅读价值和文本意义。所以 ,

当教材的编者在众多各选的文章材料中决定取舍范

文的时候 ,重要前提之一是既要重视文质兼美 ,又要

注意适合教学。这适合教学 ,就包含着适合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内。

三 人文性 :启 之以思 ,导之以行

雅思贝尔斯指出 :“ 要成为人 ,须靠语言的传承

方能达到 ,因 为精神遗产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传给我

们。
”
[z](弘 页)语 文教材中范文教学的意义和价

值远远不是当下一种阅读、欣赏与语文需要的满足 ,

它要提供给学生一种思维、思想和理想 ,对学生进行

一种生命的启迪、审美的陶冶和诗意的解放。语文

教材的范文根本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以阅读、鉴赏

文章和写作 ,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汉字形式和词

语组织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 ,为 文章所表达的真、

善、美的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 ,与 之产生强烈的

情感共呜 ,使语言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

慧的作用和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以 利于学生养成

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为 其

终身热爱语文、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夯实基础。

语文教材不同于其他学科教材的地方在于 :语

文教材是以范文的学习和涵养完成的。其他学科的

教材 ,基本上是一种严格的、规范化的知识教育或技

能教育 ,它们以知识或技能本身为要求和规范。范

文作为语文教材的主体部分 ,虽然也体现出汉语言

严格的、规范化的知识教育(语、修、逻、文 )和 技能

教育(听 、说、读、写),但 范文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模

仿和单一的知识学习。
“
教学民族语言 ,是在传播、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在 塑造未来的民族魂和国

魂
”
[Ⅱ ](貌 页)。 范文教学既承担着母语学习的教

学目的,在知识教育的同时更承载着对学生生活的

引导、人格的提升、人性的启蒙。范文的学习首先是

以语言知识教育为逻辑起点和基本手段 ,让学生通

过范文的阅读、积累、感悟 ,掌握母语语言文字 ,母语

的拼写规则、母语的运用规范、母语的修辞方法、母

语的表达技巧 ,通过语文教材的主体——范文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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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地理、花鸟虫鱼、风土人情、宇宙自然等丰富内

容 ,显示语文的言语形式、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 ,通

过口头交际和行文写作的实践操作 ,使学生创造性

的思维内容内化为现实性的生存技能 ,经过学生心

灵化的体验和顿悟、个性化的整合和转化、人格化的

提升和腾宕 ,体现出对学生思维品格的拓展和对学

生求真、创美、行善的整体性化育。

语文教学主要是通过范文进行的,就是要
“
通

过一篇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代表人

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文字 ,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

的情感、情趣和情操 ,影 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

考及表达方式 ,并最终积淀成为他精神世界中最深

沉最基本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
”
[“ ](2页 )。

因此 ,范文教学既是知识教育 ,更是能力教育 ;既是

书本教育 ,更是生活教育 ;既是文化教育 ,更是人生

教育 ;既是工具教育 ,更是人文教育。语言的学习、

言语能力的习得乃是学生基本生存手段的工具性奠

基教育 ,而对学生进行言语人生、生活智慧的教育却

是范文教学的人文性理想 目标。范文是文化的产

物 ,又是教育的凭借 ,通过范文来进行语文教育就具

有了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品性 ,范 文体现出人、文化、

教育三者之间对世界的感觉和认知 ,它反映作者 ,折

射社会 ,自 身是一种文化存在的结果 ,民族的活化

石 ,还能作为下一代接受教育、归属文化的支持 ,因

而 ,范文本身体现着经验、知识和智慧 ,为 人的成长

夯筑了一道精神长城。总之 ,“ 从特殊言语的范例

中抽取出具有一般性的规则 ,这就是范文的
‘
由篇

达类
’
的作用。从一篇言语范例中总结出作者执笔

为文时的成功经验 ,这 就使范文教学实现了从静态

的语言规律向动态的言语经验的过渡。把范文作为

累积语言材料和积淀文化素养的对象和手段 ,这就

逐渐使学生从
‘
读范文

’
向着

‘
学做人

’
的高标迈进

了
”
[8](1"-108页 )。

遗憾的是 ,“ 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 ,一 言以

蔽之 ,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
”
[” ](s9页 ),

这反映在语文教材上则表现为范文编选人文性策略

的错位。过去 ,不少说教性、政治性的文章充斥了教

材本身 ,语文教材浑身弥漫着的似乎是一种割舍不

了的工具情结。范文的语言标志着 自身的存在 ,更

标志着一种人的存在 ,范文的人文性要体现出一种

感性流动的生命状态和鲜活的精神图景 ,就是要通

过母语语言的学习,培 养学生的民族人格、国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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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操 ,塑 造学生的民族、祖国、世界理想 ,张扬学

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对国家、社会、人类的

责任心 ,对 民族文化、历史、人类文明的虔诚和景仰。

人文性是一种情愫 ,一种胸怀 ,范文的选择旨在引导

学生的精神境界 ,学语言 ,会言语 ,开 智慧 ,炼人生 ,

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技巧 ,一种人性的穿透力 ,一种人

文的震撼音。通过理性的思维、情性的语言去阐释

智性的光辉和诗性的神采 ,给学生以真实的人生的

气息 ,流淌的生命 ,学生不仅找到作品的感觉 ,而且

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呼吸、声音和身影 ,找到一种反思

和追问 ,找 到一种执著和坚韧。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认为 :“ 国语教学不

只是简单的文字或字母用法和段落句读的问题 ,除

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国语不是训诂之学 ,

而是活思想问题 ,是川流不息的生命。
”
[28](1⒆

页)范文是学生接触母语、感受语言最直接、最丰富

的窗口,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对母语、对文化的

感悟和直觉 ,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人性觉醒

和对美的朦胧意识与永恒追求。范文的人文性 ,是

要直接关注人的心灵性感悟和情感性把握 ,是为学

生打造一种精神基石 ,这 种人文性的精神内涵在于

其文章顽强的支撑点和永恒的生长力 ,源 于一种生

命理想和生存意志 ,这 种意志直接生发出人的态度

和生存情绪 ,这种理想直接表征出人的信念和生活

信仰。在人文性的范文中,人类求真、创美、行善的

终极追求 ,人类反省、拷问、觉醒的行为真相都浓缩

在一个个方块字中,都聚敛在一篇篇生动可感的字

里行间。这是一种生存的终极情怀向一种生命的基

本情感的冲刷 ,是一种生活的彼岸世界向一种生命

的现实需要的洗礼。范文选取应该是那些具有活脱

脱的情感 ,具有爆发力的心灵和思考的灵魂 ,拥 有觉

醒的人的个性化的意志之光和生命之采 ,以 人性光

照生活 ,以 生活开拓人性 ,以 刷新和升腾学生创新的

品格和生存的勇气。例如编选海伦凯勒的《假如给

我三天光明》,人 的不屈不挠的与命运的抗争让人

感动 ,同 时更给人激励。《金色的鱼钩》中革命战士

的顽强坚贞、人道主义精神都传递出人性生生不息

的张力和伟力。只有以这样的范文 ,才可能以精神

的巨人点燃学生智慧的熊熊火炬 !

语文教育 ,就其本身来说 ,它 是生活教育 ,它 是

存在教育 ,它是历史化的品格教育 ,它 同时也是开放

性的生存情感教育。范文作为语文教育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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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段 ,是让学生阅读和学习了这些文章以后 ,不仅

是能规范性、健康性、创造性和艺术性地运用母语 ,

热爱、亲近1拥抱和创生母语,而且要学会正确对待

生活和学业 ,对待 自然和人生。范文是民族和人类

文明的精神窗口,作为一种融进了历史化又是现实

性的人文财富 ,本身蕴藏着或高远、或苍茫、或深邃

的人性的美感和生命的质感 ,这 种人文性能唤醒学

生的 ,才是广袤的生存体验和领悟能力 ,才是无穷的

想象空间和生命意识 ,才是奔腾的 自然情怀和宇宙

情结。我们说 ,真正拥有人文性的范文既充满着理

智的挑战和思辨 ,又洋溢着智慧的乐趣和浪漫 ,这种

范文的人文性是对人的启蒙和解蔽 ,是对人的敞亮

和醇化 ,而 不仅仅局 限或徘徊在
“
思想健康

”
的标

准 ,不仅仅满足或醉心于
“
文质 皆美

”
的要求。因

此 ,我们的范文选取 ,不仅要把人类的伟大思想、理

想、精神联系起来 ,也不仅要把民族、祖国、国家联系

起来 ,把人生、文化、历史联系起来 ,而且更应该把

人、人生、人性、人的喜怒哀乐联系起来 ,把 教育者、

学习者、作者的生活、思想、情感联系起来 ,把人生的

真假、善恶、美丑都联系起来。要体现人的尊严、价

值、理想、信念、情操、意志 ,要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

掌握满足 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 ,同 时 ,形成民族价值观念 ,提升公民道德品质 ,

拓展思维能力 ,传创文化艺术 ,要让学生积极 自觉地

产生对人 自身完善的追求与关注 ,对宇宙 自然健康

和谐的关爱 ,对地球物种生态平衡的关心。惟其如

此 ,我们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会拥有更高的道

德情操与生态 良知 ,会具有 回归 自然与天宇的精神

晶格和气宇胸襟—— 天真烂漫的小爱之心、舍我其

谁的大爱之德和顶天立地的博爱之美 !这也正是语

文教材的灵魂与内在推动力 ,这也正是语文教育亘

古不绝的主旋律与生命力 ,这也正是范文编选人文

性策略的深刻意义和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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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at seⅡ ecJom strategy of

Modal Essay for(CⅡnese′reacⅡng MateriaⅡ

zHANG Hua
(Chinese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Chinese teaching Ⅱ⒒aterial is one of the keys of Chinese course reforrn, WhⅡ e modal essays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the c。 re of the compilation。  The selection of essays must

follow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course standard and the strategy of【 nateHal selection。  The strategy is mod-

el, acceptance and humanism。

Key wOrds:Chinese tea。 hing rrlaterial; model essay; model; acceptance; humanism

[责任编辑 :王 永政 ]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