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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师真知 明教育真谛

——读《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有感

彭召军

暑期，阅读了温儒敏教授的著作《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

读后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温教授关于语文教育的研究非常深

厚，他的许多见解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这本书是他第四本有关语文教育的论集。全书由“课标与课

改”“教材编写”“高考语文”“语文教学”“研修文化”“大学本

义”和“文学生活”七个部分组成，其中多为作者近几年在报刊

上发表的文字，包括报刊访谈、演讲与随笔等。与一般纯学术的

理论著作不同，这本书从现实出发，站在一线语文教师的角度思

考问题，为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到达一种研究境界的高标。

综观温儒敏教授的语文教育研究，其突出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作者善于从多元角度去思考、研究语文，注重培养学

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当今时代，教

育需要继承与创新，语文更是如此。但是，语文课改涉及面广、

难度亦很大。作者从目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热点”入手，

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对“课标与课改”“教

材编写”“高考语文”“语文教学”等问题的研究中求得一系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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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中，关于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温教授主张以人为本，尽

量往素质教育靠拢，同时必须遵循语文教学规律，坚持“工具性

与人文性的统一”，强化学科意识。这是目前我国语文教育界有

高度共识的一个理念，也正是《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语文教

育观的灵魂所系。

可以说，“以人为本”“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三集》

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力求在语文课

和“语文生活”之间疏通一条通道，提出了“语文素养”的核心

概念。所谓“语文素养”，比之过去语文课一般只讲语文能力而

言，涵盖面要大得多，诸如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道

德修养、审美情趣的培养等，都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重

要任务。

由此可见，语文素养比语文能力更高一层。在论及“语文教

学如何沟通课内外的阅读”时，温教授指出：“语文教学的效果

好不好，不只是看课内和考试，很大程度上要看课外，看是否培

养了阅读的兴趣与习惯。”从语文教学的目标来看，阅读兴趣的

培养是至关重要的。语文教学，说到底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

表达的读书人。因此，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读书问题”，提倡

学生少做题、多读书、读好书。在温教授看来，语文的本质就是

“多读书”，“读”是“读说听写” 中最重要的，这关乎一个学

生在成长中甚至进入社会以后继续学习和接受熏陶的能力。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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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在语文的概念混乱的当下，重新从“多读书”的角度去理

解语文、读懂语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其二，本书立论独特，视野宏阔，高屋建瓴，显示出作者的

学识魅力与博大胸怀。温教授认为，在语文教育中要重视传统文

化教育，语文课不能丢了文化之根。但面对传统，“一定要有分

析的批评的态度和眼光”，不要笼统地讲继承传统文化。在本书

“研修文化”一辑中，温教授从“挺起胸膛向前看”的精神着眼，

提出要把当老师作为“志业”。所谓“志业”，是有自己的志向、

乐趣与追求的“职业”，而不是谋生的“职业”。两个“业”差一

个字，境界不同，其目标与追求也就不一样。苏格拉底曾说，世

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教师的工作，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运用“眼界”引领学生前进。教师的视界若不开阔，

志向若不高远，难免会影响教育教学的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语文教学”一辑中，温教授十分重视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认为“语文命题水平，作文最能见高低。”

应该说，读书和写作是密不可分、互为促进的。唐代大诗人杜甫

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两句诗一下就道出了写

作的秘诀乃在于读书。在谈到大学教育时，温教授主张要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并认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培养，是大学教育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舆论

对我国语文教育的介入很多，批评指责也不少。对此，温教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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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语文教师的立场，为他们呼吁和呐喊，成为当下语文教育

的保驾护航者和干扰排除者，实属难能可贵。

其三，作者从语文教育实际出发，文字“接地气”，避免了

一般学术著作过于理论化的现象。

本书除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非常实用。不仅能满足一线

教师的实际需求，帮助他们解决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也给语文课堂带来生机与活力，从而获得一般学术著作所难以企

及的真实感和充实感。

针对现在语文教学的问题，温教授认为还是读书太少。尤其

是课外阅读都说重要，但在教学中却难以落实。因此，必须有一

些措施，关键要在教学评价方面有体现。那么，如何来落实这些

评价？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更具体可行的办法。书中的这些

认识与建议，反映了一线教师的要求，比较贴近教学实际。在“研

修文化”一辑中，作者主要和一线教师讨论如何预防和减缓“职

业性倦怠”，以及营造“自己的园地”“切实提高专业素质与教学

水平”等等，都能唤起教师春风拂面般的共鸣。

应该看到，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不仅仅是一个“提高”的

问题。相比之下，“普及”更为重要。其实，文学研究和语文教

学一样，都要有一种“平等”的意识，要有“对话感”。诚如温

教授在“文学生活”一辑中所言：“文学研究一旦走进普通读者

中，就会豁然开朗、别有天地。”笔者认为，能够从中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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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需求出发，帮助他们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推进科学

发展，这样的研究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

“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高尚的朋友交谈。”在阅读温教

授的《三集》时，笔者处处能感受到洋溢在书中的浓烈的人文精

神和对语文教育的满腔热情。从中可以读到他对十多年来语文课

改得失的回顾与反思；可以读到他对当下语文教育的关注，以及

主动探究问题的兴趣；可以读到他对广大师生热爱语文的殷切期

望。

非常幸运，遇到并细读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