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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起始于21世纪初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课改相比是力度最大的。
改革的力度越大，改革越深入，遇到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就会越多，而且所触及的问题往往是多侧
面和深层次的。
卫灿金、武永明两位教授合著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正是立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的基本
问题，又着眼于目前新课改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专题研究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这部著作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是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由此推论出一个人的语文素质是由语
言、思维、人文三种基本因素组成的，因而语文课的素质教育应该是语言素质、思维素质、人文素质
教育的统一。
这也是作者整体的语文教育观。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经常会把“语文是什么”和“语文课应该做什么”混淆起来。
“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就在于教会或者帮助学生进行科学的思维，用正确、清晰、生动的语言来
表述所要表达的事件、道理和感情。
美国人把母语（英语）学科称为“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s），仔细推敲一下，这样的
定位是很有道理的。
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不就是学会和提高运用语言的艺术吗？
但问题还在于，语文学科语言和思维总是密切地联系着，广义的语言教育自然是应该包括思维教育的
，思维教育是语言教育的应有之义，所以国外的母语教育在语言教育的同时是十分重视思维教育的。
可惜过去由于人们对此认识不足，往往忽视了语文课的思维教育。
作者从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出发，提出了语文学科是语言和思维的辩证统一，语言教育和思维教育
同为语文课的教学任务，这一见解是否科学，大家可以讨论。
　　就全书而言，我以为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力求用认识论和辩证法去分析
语文课程与教学中的一些基本矛盾。
除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辩证分析外，在语言哲学观上，作者在分析结构主义哲学观和解构主义哲学观的
基础上，提出了在语文教学中应坚持“结构一解构”的语言哲学观；在语法教学与语感训练的关系上
，过去偏重语法教学，今天又偏重语感训练，作者提出了语言知识教学与语感训练相结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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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题研究的著作。
全书共分五个专题，前四个专题先依次论述了“语文”的概念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言教育、思维教
育、人文教育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五个专题就其他的尤其是当前语文新课程改革中为人们所关注
的十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方向的研究生和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广大
中小学语文教师专业进修使用，同时对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各级语文教研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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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
，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
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大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
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①　　由此可以看出，在结束“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为了尽快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
，吕叔湘、叶圣陶在呼吁加紧语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时，再次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质及其作用。
这一时期，语文的工具性作为将语文学科政治化的对立物，再一次对正本清源，恢复教学新秩序，加
速语文教学改革的步伐，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高师院校中文系恢复了“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
朱绍禹、叶苍岑、谭惟翰、罗大同等语文教学法的专家们倡导成立了全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多
次召开学术会议，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当时被列为研究会
重点研究的专题之一。
在80年代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中，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大体有以下几种见解：　　一种认为：语
文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学科。
　　代表性的教材是1980年出版的武汉师院等12院校编写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其基本观点是：首
先，语文学科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语文学科的名称表明在这门学科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文训练。
这种全面训练包括听、说、读、写各个方面。
在教学中，不仅要学生学习课文的内容，而且要求学生学习课文的表达形式。
这是和其他所有学科不同的地方，也就使得它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同时，语文又是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学生学会了看书作文，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常常
用得着的基础工具。
其次，语文学科还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所有的语文材料，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学生接触课文时，接受的就不仅是文章的形式——语言文字，同时也接受着它的内容——思想和感情
。
这是语文学科在性质上和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地方。
因此，它虽然具有工具性，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
最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是辩证统一的。
语文学科正是通过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即通过一篇篇课文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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