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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对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等四位现代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作了系统、深入
的研究。
在开阔的时代和学科视野上，对他们毕生的语文教育探索作了精湛的概括和评述，对他们所做的贡献
作全面的条分缕析的“互文”式的审视，清晰地展现了四位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家的精神特质和对语文
教育实践的思考进程。
对他们的见解，不但有正面的肯定和褒扬，也有中肯的批评和检讨，努力探求语文教育成效不彰的原
因。
通过对他们的语文教育观的细致梳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轮廓
，覆盖了现代语文教育探索的百年历程。
——在这一基础上，寻求疗救现代语文教育痼疾的良方，为今天和未来的语文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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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新和，生于1952年12月，福州人。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写作学研
究会顾问，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学科指导组顾问。
在中国写作、语文教育史，写作、语文教育教改研究方面成绩颇丰，在国内语文界、教育界广有影响
。
担任北师大版初中《语文》教材副主编。

　　潘新和教授从教近三十余年来，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光明日报》《福建师范大
学学报》《写作》《语文建设》等报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出版《语文：表现与存在》（上、下卷）《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语文：审视与前瞻—
—走近名家》《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写作
：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新课程语文教学论》《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等著作和教材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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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语文魂、世纪梦：一个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
——走近叶圣陶
导言：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
在。
为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为此践履毕生。

实用主义教育家的大悲悯，平民教育理想：应付生活论和工具论。
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功能论、教学论。
“应付生活论”“应需论”，是20世纪语文教育的元理念。

针对“重写”倾向，提出阅读是写作的“根”，是“基础”，认为阅读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力与目的，
确立了“阅读本位”指导思想，形成了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读”“精读”传统。

为文学教育提供鉴赏理论和方法——意义：观；态度：玩；本体：我；预备：知识、语感；途径：词
句的字面和背面；凭借：生活、经验、想象、语文素养；参考：他人的评论。

精心结撰了20多套教材，周到和精致，达到了时代的极致。
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精湛的教材理念，精彩的“文话”和“文选”，令现今编写者徒叹
奈何。
然而，解放后的教材远不如前期。

⋯⋯
语文新时代的揭幕者：语文教学新潮的弄潮儿
——走近黎锦熙
导言：现代语文教育的揭幕者，帅才兼实干家。
以语言学家的身份研究语文教育，语文教育观引领时代新潮。
是现代语文教育前期用力最专，著书最多，活动范围最大，影响人比较多，工作比较持续，成绩最卓
越的领军人物。

划时代成就：打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旗号，撰就《新著国语文法》《新著国语教学法》《国
语运动史纲》等，为现代国语教学立法张目。
所拟“国语教学之目的”，鞭辟入里、历久弥新，比今天新课标“三维目标”更加深刻。

引领时代“新潮”，推崇“设计教学法”，注重生活化、生成性、表现性，全方位达成国语教学目的
。
体现了师生、生生合作，自主开发教学资源，实施校本课程，打破学科界限等先进的教育理念。

⋯⋯
困窘中的坚守：学术饥荒年代的学者楷模
——走近张志公
导言：20世纪60年代，代表了语文学者良知，填补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空白，80年代后引领语文教育
的主流，在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语言学的实用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开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对传统语文教育作出了第一手的梳理，以教材研究为本，精辟地归结出了一系列的规律、方法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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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当代语文教育以借鉴，也奠定了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

语文教育“统筹规划”——幼教：语言训练；小学：读写训练、识字、写字三条线分进合击；初中、
高中：增设文学课，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理关系组织语文课。
由此可见出他的继承传统的教学观。

⋯⋯
永不凋萎的美：文学、写作教育理论的奠基人
——走近朱光潜
导言：我国现代最杰出的语文教育理论家。
从未当过语文教师、没有写作语文教育学著作，他对语文教育理论的贡献，比起同时代语文教育家的
总和还要多。
他的学海无涯、曲径通幽的治学观，发人深省。
他的研究方法代表着语文学研究的方向。

开创了美感和美感教育理论，美育是为了“尽性”“脱俗”与实现完美人生，是超越利害、培养“无
所为而为”
的心性。
为文学审美教育开辟了通道、确立了价值，也为语文、文学教育打下了基础。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
使文学教育回归到普遍的人格修养和趣味上。
“趣味”是其核心概念。
反对低级趣味，培养高尚纯正的趣味，主要途径是读诗，是“佳妙”的领悟。
有所付与才有所得。
实践上兼顾写实与想象。

⋯⋯
附录 语文学科呼唤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世纪反思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文：回望与沉思>>

章节摘录

　　语文魂、世纪梦：一个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　　--走近叶圣陶　　导言：全中国孩子、语文教
师的良师益友，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
为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为此践履毕生。
　　郑振铎称他是一个&ldquo;秀美的男性&rdquo;，这自然说的是当年，我觉得也是。
看过他各个时期的照片，奇怪的是，我以为他晚年比年轻时更&ldquo;有型&rdquo;。
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应该是靳二平为他画的那幅油画的样子，一个长着白发、白眉、白胡子，穿着墨
绿色汉装，寿眉皑皑，目光炯炯，神情柔柔，身子如树般沉稳端坐着的长者。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他主笔的，这个人就是叶圣陶。
　　说他主笔现代语文教育历史，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
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书写语文教育历史的人，这些人都很杰出，才华在叶圣陶之上的，也不乏其人，然
而，叶圣陶是无与伦比的。
他是不经意地、逐渐地产生了影响力的，就像水蒸汽无声无息地蒸发，到了一定的时候，突然电闪雷
鸣，漫天溢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他将毕生的才智都倾注在汉语教育上，他活得比同时代的那些同仁都长，加之他在这个领域特殊的地
位与身份，使这种影响力在时空延伸中持续地扩大，以至终于一跃超越了那些曾经比他更优秀的人物
。
即便在他的身后，他的观念作为一种传统，作为语文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还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发挥着
作用。
他是一棵大树，盘根错节、虬髯龙须，其他人渐次都成了附着于茎上的枝叶。
要破解现代语文教育之谜，我们无法回避叶圣陶，无法绕过这棵巍然屹立的百年老树。
　　学者和作家（科学家也相似）不同。
一个三四十岁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创作的巅峰，剩下的日子做的就是一件事
：重复自己。
他们是否江郎才尽不重要，他们已经把生命的光彩交付给人类，这就够了。
而学者对时代和后人的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声望，既要靠他的才华，还要靠他的地位和阅历，从某
种意义上说，学者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大小，不但取决于才华，而且取决于谁的地位高、命长。
学术成就有一个被认识、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比文学作品的被认可要漫长得多，学术声望是需要长
时间地积聚的，而学者的地位可能会缩短这个的过程。
一个有才华的学者，如果过早地退场，他的学术价值尚未为学术共同体所认识，那就有可能随着学者
的离去，成就随之湮灭，这对于学者来说自然是大不幸。
毫无疑问，在现代语文教育界，叶圣陶绝不是最顶尖的学者，但是，他的不凡的成就，加上坚韧的生
命，和作为教育界领导者的地位，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泰斗。
--说句题外话，年轻的学者在展露才华的同时，也请悠着点，珍惜生命也是一种学术智慧。
至于是否非要当领导，我只能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助成你，也损耗你，学者的根本还在于你的学术
贡献。
有时欲速则不达，&ldquo;企者不立，跨者不行&rdquo;，说的就是这个理。
　　叶圣陶(1894-1988)，出生在江苏苏州，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出
版家、社会活动家。
他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过《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
生》《国文杂志》等诸多刊物的主编或编辑，还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
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是，只要你对他稍有了解，就决不会把他当作&ldquo;官&rdquo;，也不会把他当作这个&ldquo;
家&rdquo;，那个&ldquo;家&rdquo;，就只认他是一个&ldquo;语文教育家&rdquo;。
他的其他身份，他的一切秉性和才具，助成了他成为一个卓越的语文学者--一个始终眼睛向下的平民
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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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最恰当、尊敬的认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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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能读到这样让我引起语文思考的书，又能让我坚信自己教改方向的书，真的不多。
　　&mdash;&mdash;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管建刚　　该书对长期致力于语文改革的研究者和辛勤躬耕
于语文圣地的一线教师而言，不仅是一次精神的沐浴，同样也是一次思想的施洗。
它不仅滋养和舒展了语文原野的一颗心，而且拨亮和燃烧了语文天地的一片火，而此前我们只能在大
部头的著述中探寻语文教育思想的洞天。
　　&mdash;&mdash;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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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四位现代语文教育大师，与大师真诚对话，洞悉思想的甘
苦艰辛，倾听历史的遗韵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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