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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传统，丰富语文学习的文化内涵

——读《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徐晓军

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掌握语言运用的技巧，还在于通过这一媒介

感受传统文化，探寻民族精神，进而历练人格，提升品位。在中学阶段，语文在

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及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人文色彩的语文学科却常常成为所谓“科学分析”的牺牲品。

实践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必须也只有建立在文化平台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出其

整体功能。

语文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或某些艺术门类的特殊关系，但需要注意的

是：万万不可忽视语文自身的特性。也就是说，语文可以和音乐建立起联系，但

不要把语文课上成音乐课；语文可以和绘画建立起联系，但不要把语文课上称绘

画课；语文可以和书法建立起联系，但不要把语文课上成书法课；语文可以和历

史建立起联系，但不要把语文课上成历史课……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语文教

学中融入了太多语文以外的东西，却偏偏忽视了“语文”二字。这种做法导致的

结果是，课堂教学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彩纷呈”，而实际上学生的语文能力并未

得到真正的提高。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注重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

如何继承与发扬传统语文教育？张志公说：我想，有三件事情需要作。首要

的是研究我们的教育方针，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于语文教育的任务，研究我

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研究我国当前青少年和儿童的语文状况，研究他们语言文字

能力成长发展的规律，总之是研究当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实际。

那么语文教学怎样回归传统呢？

我以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回归传统

语文教学忽视传统经典篇目的背诵是危险的。培根说：“记忆即知识。”建

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说：“天下有许多事看来似乎是愚蠢，但反转来又觉得是先进。

童年至青少年时代，记忆力最好，我们要多利用它，是有好处的。”全国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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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给自己的博士生出过这样一道思考题：“上个世纪之交，文

人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国学根基很深，包括茅以升那样的理工科学生在内，

从而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近几十年，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级的人物？为什

么没有产生世界性的著作？”盲目地反传统，势必导致语文能力的严重缺失。

2.注意细节

罗丹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别人看过的东

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处美来”。教师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应是

极其敏感的。在教材处理上，要注意发现小问题，并能够深挖开去。问题小，才

易于把握；挖得深，才能透彻理解。与课文对话的深入才能引起共鸣，看到文字

背后蕴含的东西，才能使语文教学有灵气。

3.联系比较

18 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事物的美存在于思考者的心中。”研究教

材同样如此。

比如，研究杜甫《登高》一诗情景交融的写作特点，不妨想一想马致远的小

令《天净沙·秋思》，并思考同样是在极其凝练的文字中出现多个意象，两者有

何不同？比较中发现前者意境更为开阔壮大，感情更为深邃苍凉。情景交融有怎

样的妙处呢？思考后明确情因景生，景以情合，二者相互生发渗透，达成融合无

间的状态，才能产生美妙的诗歌意境。再联系《易水歌》、《大风歌》就可以弄

清楚，情景交融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艺术传统。那么，景物描写是不是评价诗

歌优劣的唯一标准呢？……

4.关注作者

语文教学离不开对作品的解读，需要强调的是：“解读”作品应该得法。我

的感受是，对于许多作品，必须把它放到作者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任何一位作

家，其创作特色的形成及他在文章中所流露出的思想或情感倾向与其生活的历程

及其思想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仅仅局限于对作品本身的阅读很难把握作

品的深层内涵。因此，若使阅读教学不停留于肤浅的层面，就必须注意下面两个

问题：

第一、关注作者生活。关注作家生活，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问题。

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作品文字的表面理解上，必然把阅读教学引入为分析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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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圈，使原本丰富厚重的语文变的苍白而单薄。

第二、关注作者思想。语文教学中对任何作品的挖掘都不应给停留在概念的

简单相加上，只有关注作者的思想历程，才可能真正体会出文字背后的深刻内涵。

正确对待传统语文教育遗产，应该使用现代的先进理论予以结合，力争发掘

传统语文教育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良好经验和教学形式。在这里借用新儒学的代

表人物冯友兰先生在《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中对东方文明的研究方法，“我

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是该研究。为什么？因为他是事实。无论什么科学，

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我们把事实研究之后，用系统的方法记述他，用

道理去解说他，这记述和解说，就是科学。”在这里冯先生谈的是哲学，但我想

也适用于传统语文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