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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眼前的，是一部高水平的原创性著作，作者继《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
纲》以后，登上了又一学术高度。
我以为，这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轫以来的一部罕见的力著。
我国的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注重实践理性的，几乎没有欧洲那样在基本概念和范畴中追本穷源的传统
。
在超越现实的抽象世界中遨游，和我们的民族性格格不入。
这当然有好处，至少避免了欧洲中世纪那种繁琐哲学的自我迷惑。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弊端在我国学苑里是很少见的，占据主流的学术潮流都集中在实践理性方面。
语文教育学也不例外，一直是把经世致用的实用性放在第一位的，从孔夫子到叶圣陶都强调写作为了
应付社会需求，为了争取生存条件的改善。
经世致用，修齐治平，国脉所系，文脉所存，香烟不绝，源远流长。
直至21世纪，这种语文、写作教育思想从未有人质疑过，被当做不言而喻的大前提。
这并不奇怪，不用太高深的学问，就能感觉到它的某种合理性。
语文学习和写作难道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生活境界的提升？
一切学问，难道不都是为了人生，为了人生的竞争？
但是，从学术研究上来说，没有一种学说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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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育，不是要求学生被动地“应需”，把学生“塑造”成符合成人社会的教育观念的统一的“人
”，将他们“修理”为能根据外部世界的指令行动的机器人，甚至为此不惜专断地干预、窒息他们的
言语禀赋，以求得毫无灵性的工具化的言语操作能力，而要顺其自然。
这个自然，就是内存于人的生命本能中的言语欲求和言语天赋。
语言教育要唤醒学生固有的言语生命意识和言语潜能，使之得以良好的养护和培植，使他们的言语才
能得到积极主动的发挥和张扬，从中感受成功与失败、满足与自尊，并最终成为言语上自我实现的人
。
人的言语欲求、言语意识、言语才情、言语智慧、言语能力、言语抱负和言语信仰，是从每一个人的
鲜活自由的内在生命中生长、绽放出来的花朵。
这便是与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应付生活”动力学相反对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动力学——符号
（言语）生命动力学。
语文教育能与人（学生）的言语生命特性统一，语文教育的目标能与人的言语生命欲求契合，使言语
学习和言语活动成为人的自发的需要和自觉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教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上下）>>

书籍目录

上卷：语文教育原理论　绪论　语文：人的确证　第一章　语文教育：走向表现与存在　　第二章　
语文之蔽：“工具论”和人文论　第三章　陈旧的新陷阱：“语感中心说”　第四章　归化和异化：
寻找语文之途　第五章　言语生命动力学：我写故我存　第六章　言语人格：超越生存性与功利性　
第七章　教学主体论：主体间言语生命的互助　第八章　师生关系：言语生命的存续与默契　第九章
　表现论阅读视界：解释学之吸纳与反思　第十章　读、写新观念：写人高于阅读　第十一章　说、
写新观念：书面语重于口语　第十二章　言语创造力：依存于存在的生命　第十三章　言语想象力：
诗意生命的馈赠　　第十四章　教育科研：教师诗意人生的呈现下卷：语文教学实践论　绪论　牧养
言语生命的“野性”　第一章　语文教师：言语生命意识的传递者　第二章　教学目的：存养言语生
命和言说素养　　第三章　动力指向：言语生命的鼓荡和激扬　第四章　言语教学法：贵“无”，抑
或尚“有”　第五章　表现与存在：触摸言语生命的体温　第六章　写作：养护言语个性和精神创造
力（上）　　第七章　写作：养护言语个性和精神创造力（下）　第八章　口语交际：释扬言语生命
能和应对机智　第九章　阅读：为言语生命的化育和创造奠基　　第十章　评改与测试：对言语生命
的赞美和激励　　第十一章　教案与反教案：教学行为的辩证法　基本概念解释　主要参考书目及版
本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上下）>>

章节摘录

四 应试与“应世”：“人”的缺席在以往的语文教育实践中，是以应试、“应世”为基本动力定型。
我们所说的动机的缺失，主要是指“应性”“存在性”动机的缺失。
“应世”包含了应试，这两个概念本来不应并列。
但由于在学校教育中，长期以来是以应试为行为动机和目的的，在学生受教育阶段，应试动机是“应
世”动机的具体体现，因此，有必要将其从“应世”动机中抽取出来进行讨论。
学生对应试、“应世”动机的认识来自于老师，而老师的观点也没有多少是自己的。
应试动机是来自应试教育机制相沿成习的影响，考试便是一切，考试要考作文所以要学写作文；“应
世”动机大致上是来自主流的语文教育思想，而主流的语文教育思想又来自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教育
学和传统的文艺理论、政治观念，是长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
应试动机虽然在实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却是上不了台面的，一般限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
在教育理论中，却是“应世”动机的一统天下。
我国主流的语文教育思想基本上就是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
看看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的：训练学生写作，必须注重于倾吐他们的积蓄，无非要他们生活上终身受
用的意思。
这便是“修辞立诚”的基础。
①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
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
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
②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
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
普通公民。
①叶圣陶还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座谈会发言》中说：“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
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
”由此可以看出，在“应世”方面，同学、老师们的观点和叶圣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都讲
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工作、生活的需要；一是倾诉宣泄内心情绪的需要。
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来自外界的被动的强制性需要，后者主要是一种“缺乏性需要”。
但在这里，我们发现，当叶圣陶把言语实践的经验感悟上升为语文教育本体论的认识的时候，强调的
是前者，而对后者是不怎么重视的，或者说是比较淡化和压抑的。
那么叶圣陶的这个经“简化”过的重实际生活实用（应需论）的语文教育思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显然叶圣陶的写作价值观贯穿其中的是“实用”和“应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即写作（以至语文）是
一种“应付生活”、从事工作和学习的“工具”，这一“工具论”思想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教育初创
时期，从传统的封建八股教育的学用分离、学不致用的“为功名利禄”的畸形的功利主义教育观，转
向重“功用”、重“实利”的教育观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工具论”写作价值观，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杜威就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主张工具主义，把一切科学理论均归结为经验，认为它们只是
个人应付环境的“工具”。
自然，言语表现也不例外，也是人的应付环境的“工具”。
而且，在学校教育中，言语教育的工具性特征是其他学科难以相提并论的。
现今学生和老师们对“言说的意义”的认识，其渊源追溯起来似乎并不复杂。
但是，答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如果“应付生活”的“工具”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话，那就很难解释这一动机为什么不能唤起学生的写
作热情，恰恰相反，他们的写作欲望却因此受到了抑制，以至言语表现水平每况愈下，可见，“言说
的意义”的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
应试动机的驱动力是有限的，一旦实现了应试的目的或未能实现应试的目的，应试动机便随即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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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效能。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考什么，便教什么、学什么，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考或考后，便没有教学的需要，也没有写作的需要。
言语能力的发展，靠应试动机是走不好、走不远的。
包含了应试动机的“应世”动机，也同样是被动、消极、异己性的力量。
它不仅包含着应试的需要，还包含着生活、学习、工作的需要，它比单纯的应试动机对人的言语学习
和表现自然更具影响力，它全方位地将人导向生存需要，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相契合，它激发的动能自然也就更强大、持久。
然而，它同样也是一种外因，是诱因，它主要是“拉力”“压力”，而不是“推力”，不是一种具有
生命冲动的内在的原发性的动力，它与人的内在的超功利的精神需要、与人的言语主体性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矛盾和冲突。
“应世”动机与人的个体的内在需求在某些方面趋向统一，但是，它的基本属性——社会性，与人性
、天性、主体性、个性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对抗的。
由于人是“社会人”，因此，往往社会性比人的主体性更为强势。
这在言语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人的本真的话语、自然的倾诉，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主流话语的屏蔽、压制和规范。
一位家长说，他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在学校就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话了。
人的主体性与过分强势的社会性需要冲突的结果，导致了言语主体受到挫败，言语表现受到阻遏，言
语活动成为心灵的磨难，造成言语主体性的丧失或部分的丧失，致使本应极富个人创造性的自我表现
失真，甚至失语，言语表现欲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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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虽然研究语文教育学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希望它成为我后半生事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我自己最看重的著作，标志着我的研究的一个转折，我的“言语生命意识”的新觉悟。
在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历来“语文学科教学论”（原称“语文教材教法”）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课程
。
因为，长期以来担任这门课的多是中学资深教师。
这些教师在中学都是出类拔萃的，可是到了高校，由于语文学科理论底子薄，且是面向基础教育的，
远不如文学、语言这些传统学科地位显赫；这些由中学调入的优秀教师，长期沉溺于教学，学术研究
能力相对较弱，在以“科研”取人的大环境下，学术成果少就没什么地位可言。
这是在一个尴尬的学科里默默耕耘的尴尬的教师群体。
几年前，文学院教研室整合，我无奈而有幸地成了“语文教学与写作教研室”主任，跟语文教学论老
师们有了较多的接触，加深了对这种处境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与语文教育的距离。
多年来我对写作和写作教育的研究，很自然地会蔓延到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当上“主任”之后，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学论更多地进入到我的视野。
我国20世纪末的那一场对语文教育声势浩大的声讨，和学界对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促使我下决心投入
较大的精力关注语文教育领域的问题。
我觉得关注母语教育，当是每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责无旁贷的义务。
语文基础教育不搞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也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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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以为，这部精心结撰的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轫以来罕见的力著。
学术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命题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论证的严密。
值得庆幸的是，潘先生不但善于破，而且善于立；不但有批判，而且有创造。
在“占语生命动力学”的总体概念之下，他从容地推出了自己原创的范畴系列，衍生出多个系列的亚
范畴，力求让各个亚范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说明，构成相当严密的内在的链接，层层
深入地展现了一种森严的体系。
其思考领域之广，逻辑覆盖之大，思想密度之高，学术视野之开阔，如果不是绝后的话，至少也可谓
空前。
他的理论建构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开辟了语文教学的新途径，研究涉及了阅读、写作和口
语交际等各个领域。
尤其是写作教学论，以其可操作的实践性使人大开眼界。
　　——孙绍振放在我们面前这部潘新和教授的新著《语文：表现与存在》，足一部一百数十万言的
煌煌大作。
当语文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进，当在课改中出现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部
书。
潘新和教授以一人之力，穷数年之功，大胆突破了语文教育理论既有观念、方法以及思维模式的拘限
，铸就此一追求语文教育学现代品格的扛鼎之作。
作者的魄力和才气，想像力和洞察力，那种势如破竹的逻辑力量和冷峻、深刻的批判，不畏权威、唯
真理是从的学术良知，固然给人以震撼；而充溢全书的高远的教育理想、宏大的学术抱负，以及热爱
语文教育、挚爱下一代、为民族的未来深忧远虑的社会责任心，更令人肃然起敬。
统观全书，潘新和教授对语文现象的研究，有一份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前瞻性；注重多学科最新成
果的融会贯通，具有多元的理论视野；在新世纪现实需要和理论创新的双重召唤一卜，致力于语文教
育理论范式的重构，以图带动整个语文教育实践的深刻变革。
我愿意向所有在语文课改中行进、不懈地追求教育理想的人们，郑重推荐这部语文教育理沦新著。
　　——方智范有幸先睹潘新和教授的巨著，深为语文教育研究这一丰硕成果而激奋、而鼓舞；尤其
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基于学术道德的理论勇气和履行学术责任的扎实功力。
我以为，潘新和教授所著的《语文：表现与存在》，在理论勇气、分析功力，在勇气和功力的相互映
照、相互支撑上，堪称语文教育研究的楷模。
　　——王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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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文:表现与存在(上下)》介绍了我国的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注重实践理性的，几乎没有欧洲那样在
基本概念和范畴中追本穷源的传统。
在超越现实的抽象世界中遨游，和我们的民族性格格不入。
这当然有好处，至少避免了欧洲中世纪那种繁琐哲学的自我迷惑。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弊端在我国学苑里是很少见的，占据主流的学术潮流都集中在实践理性方面。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