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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专业不是语文教育，是现代文学史，主要精力也不在语文研究上，这方面偶有心得，时而提
些看法，只能说是“敲边鼓”。
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
到底效果如何，那是用不着去计较的。
　　这年头大学都往所谓“研究型”转，科研数据成了衡量学校与教员“水平”的主要指标，许多学
校的特色渐渐消褪，师范大学也不甘心“师范”了。
语文教育本是中文系题中应有之义，师范大学更应倾力研究，事实上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下
功夫。
也难怪，现今的学科体制中，语文教育的地位尴尬，甚至没有位子。
尽管所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都有一个“语文教材教法”教研室，可是人
数偏少（一般不到全院教员人数十分之一），难于支持局面，老师也不安心。
因为这不是独立的学科。
像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是二级学科．，可以有硕士点、博士点什么的，唯独语文
教育没有，教师晋升职称还得到教育学院去评审，在中文系这里就只能是“挂靠”。
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让老师安心？
再说学生也不太愿意学师范。
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在大办“非师范专业”，靠这个吸引生源或者创收，考分高的或者有钱买照顾的，
都往这里奔。
师范教育实际上萎缩了，这直接殃及基础教育。
近几年中央领导指示一些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
学生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可是要签下毕业后必须教几年中学的“卖身契”，无形中还是带有歧视。
这样即使降低分数都很难招到学生，学校也不太乐意往这方面投入。
师范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与之相关的语文教育当然也就没着没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从根上说，还是因为中小学老师的工作繁重，收入却微薄。
在现在这个讲实利的社会里，没有体面的经济地位怎么能指望有社会尊重？
又怎么能吸引优秀人才到基础教育这边来？
优秀学生毕业了都对基础教育敬而远之，中小学教育水平自然也就难于提高。
都在抱怨应试教育如何糟糕，其实教师的水平才是根本。
老师有地位，才有水平，有水平就能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陷入应试的泥淖。
这本来是常识，可是要提升教师地位好像很难很难，人们似乎就把常识给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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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是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温儒敏教授近几年关于语文教育研究的论说选集
，包括报刊访谈、讲演与随笔。
温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及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职，又受聘教育部主持国家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主持关于基础教育语文教学的多项调研项目，还参与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
》教材（人教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及大学语文教学有诸多独立而深入的见解。
他强调语文教育研究不能满足于经验性的总结描述，要跟踪调查，在掌握大量数据基础上进行科学的
分析探讨，为决策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支持，并提出：“语文是人文教育而非文人教育”；课改“不
能淘空语文”；课改与高考“相生相克”；对课改要补台而不是拆台；“文笔并非作文教学第一要义
”；“多读比多写更重要”；大学语文的要旨是“把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不要输在起跑线说
”是集体无意识的误导；等等。
对当前大学商品化与官场化，也有一定的批评。
这些都产生较大影响，对教学与课改富于启发。
全书分五部分：一是关于语文教育的功能与定位的思考；二是关于语文课改的调查、研究与建议；三
是关于阅读与写作教学问题的探究；四是关于大学语文教学困扰与出路的讨论；五是关于大学文化衰
落现状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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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儒敏，籍贯广东紫金。
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在基层工作多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硕士学
位，198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主编、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获教育部授予“高校教学名师”称
号。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合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合著）、《文学课堂：
温儒敏文学史论集》、《文学史的视野》、《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等。
执行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人教版），主编《高等语文》（苏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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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记关于语文学科的定位及其他——答《语文建设》杂志记者中学语文是人文教育而非文人教育——
答《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记者中学语文改革要考虑大多数人的问题语文教育：创新之路怎样走——
答《光明日报》记者让语文为孩子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底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误导北大学生眼中
的中学语文北大也应当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做点事语文课改的步子稳一些为好语文课改谨防“淘空
”了语文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特点与使用问题课改和高考的“相生”与“相克”注意教学的梯度与
密度等问题课程改革：不能以“认知”代替“筹划”评一节高中语文课选修课是课改的亮点，也是难
点对课改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引发鲁迅选文“减少”的争议“涉嫌炒作”经典是主食，流行读物只
是冰淇淋——答《中华读书报》记者对经典的歪曲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提倡中学生读点传记对《中外
传记作品选读》的教学建议把阅读放在首位怎样看待高考作文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第一要义如何看待文
体“套路”的练习朱光潜《谈美》导读大学语文：把“败坏”的胃口调试过来——答《人民日报》记
者走出语文，又回到语文《高等语文》编写意图及对大学语文教改的设想“大学语文”教学的困扰与
出路——答《文史知识》杂志记者重新唤起大学生对中国语文的兴趣适合“悦读”，又启迪心智——
“大学语文”课程改革与阅读教学在全国孔子学院教师培训班的讲话北大传统与大学文化——在2009
年北京大学新教职工岗前培训会上的讲话不能只是抱着北大的“优越主义”——《牵梦北大：北大新
生畅谈中学学习与成长》序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就自主招生问题致北大招生办信守住那
种自由宽容的氛围本科教育应是大学立校之本纪念五四，还是要尊重“德先生”“赛先生”——答北
大学生访谈我读《论语》及其他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就语文教育及文学研究等问题答网友问谈谈我的
学术与教学生活——答记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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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我们知道，工具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服务于思想的手段。
在语文教育中，“工具性”除了可以指明必须重视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之外，对于母语的学习是不是
反而暴露出很多弊端？
比如说，工具是身外之物，可以利用也可以放弃，但是，母语则早已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
“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完整”、“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的提出，是否已经传
达出一种新语言观？
请问您是否认为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需要语言观的转向？
　　答：这个问题带较多理论性。
语文课改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其改革指向是防止过分和单一追求工具性，提醒人文性也不可或
缺。
我们知道，在过去相当长时间以来，语文课程强化政治性和教化作用，对语文基本能力包括阅读写作
训练有所忽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逐渐转向重视工具性。
应当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后来情况又有变化，那就是应试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人格个性发展，不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而且学生负担太重，对身心健康不利，大家都有意见。
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炮轰高考制度，强烈要求课程改革，现在的课改实际上是接续了这个趋势。
显然，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带有纠偏的意思。
但不宜理解为现在课改就是强化人文性，弱化工具性，而应当是两者自然的结合，在教学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自然生成。
一线老师备课不必处处考虑如何呈现人文性，显示已经在改革，实际上，人文性比较虚，它是弥漫于
整个教学的。
至于课标中提出“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完整”、“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我
理解也是针对目前教学中的偏向，就是把研究界探讨的所谓语言规律特别是语法等硬搬到语文课中，
以至形成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前面说了，语文课主要是母语学习，而说母语一般不会出语法差错，可是很多语法却反而越弄越让人
不会说话了。
所以课标特别提出反对追求过分的“知识完整”与“系统的语法修辞教学”。
不是完全不要语法修辞知识，而是要求“随文学习”，把语感培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至于是否提出新的语言观了，我没有深入的看法，也许还只是教学理念的变迁，不一定上升到语言观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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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难得多，在教育领域那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光批评抱怨不行，还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很多看法虽是“敲边鼓”，本意却是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基础教育和母语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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