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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感论》的这次修订由于对语感的概念重新作了定义，大部分内容也都相应作了调整，并增写
了语感与言语环境、语感与言语形式等章节。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原本就是为深化语文教改服务的，因此将最后一章直接改为“语感与语文教学”
，并以此为丛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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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尚文，1939年生，浙江遂昌人。
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在中师、中学执教语文，1988年调入浙江师大，现任语文教学法
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主编浙江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新语文读本》小学版、《现代语文初中读本》、《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1990)、《语文教育学导论》(1994)、《语感论》(1995)、《对韵
新编》(1998)、《语文教学对话论》(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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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感能被创造出来吗？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提出过“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
觉”的命题。
此所谓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开拓，使之深化、广化、美化、敏化，达到新的水
平，臻于新的境界。
原始人有眼睛、耳朵，有视觉、听觉，能感知线条、色彩、音响，但却不能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拉斐
尔的美术。
要从审美上感知、把握贝多芬的音乐、拉斐尔的美术，就必须使他们的听觉、视觉提高到相应的水平
。
创造不同于形成。
所谓形成，不是人有意识地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进行培养的结果，而是在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出现
的，如桂林芦笛岩的奇观，如长江、黄河，而运河、长城、故宫则是纯然出自人的创造。
语感的创造就是提高语感的品位、素质，使其适应于人的素质和言语世界的全部丰富性。
语文教学要由“知识中心说”转向“语感中心说”，语文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语文素质，特别是语
感素质；同时要彻底转变旧的教学观念。
　　语文教学的弊病，我以为病象虽在“教学”，而病根却往往是在“语文”，“语文”缺乏一定的
根底，“教学”往往会越研究越糊涂，甚至还不如不研究的好。
“语感中心说”除对语文教师的一般的语文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对其语感素质的要求更为严格。
如果说“教参在手，万事不愁”者在“知识中心说”为主导的时期尚可滥竽其间的话，“语感中心说
”就会让他不知所措。
语感是一种感觉，有则有，无则无；深则深，浅则浅，无不可能假装为有，浅不可能假装为深，想装
也装不出，起码是装不像。
又不可能“移植”或“粘贴”，只能从心灵深处慢慢生长出来。
有的人是“酒盲”，一千元一瓶的人头马与几元钱一瓶的劣质酒对他来说在味觉上没有任何区别。
有的人“烟感”却较为灵敏，别想以次充好骗他蒙他，即使只有一丁点儿霉味，也能一闻就知，这是
他长期反复品尝的结果，只有具有很高的语感素质，才能真正世界。
小学、中学的语文学科的学习只不过是这一延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一个更为自觉、更为有效的片段，它
并不像“知识中心说”那样认为学习语文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而终结于初中或高中。
　　无论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感情，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的能力，还是出于“立人”这一教育的总目标，我以为由“知识中心说”向“语感中心说”的转变
都是必要的。
“语感中心说”是医治语文学科“丧魂失魄症”和“感觉麻痹症”的对症之药，是对“知识中心说”
科学的扬弃，是21世纪语文教学新的路标。
　　第三节 “语感中心说”与语文教师　　认识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而非工具学科，仅仅是跨人语文
学科的第一道门槛，入门以后仍有可能走向别的人文园地，因为人文性的概念内涵极为丰富，几乎包
罗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有关人自身完善的各个方面。
语文教师若要真正登堂入室，还要进一步认识语文学科区别于旁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语文
学科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语感这一途径最终达到“立人”的目的的，它正是主要通过语感的培养在提
高学生语文素质的同时使人不断趋向完善。
也就是说，语文学科之所以是语文学科，是因为它之“立人”必须通过言语——语感这一中介，舍此
中介即非语文学科。
语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是通过创造人对言语世界深刻、全面、丰富的感觉而享有这一美
誉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及格的更不可能是优秀的语文教师。
语感居于语文素质的核心，语感的培养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着眼点和归宿处，语文教师的伟大之处在
于他是学生高品位语感的创造者，语文教学的困难之处也在于它必须创造学生高品位的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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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感论》原出版于1995年，《语感论》以为，新世纪的语文教学必将面临由“知识中心说”向“语
感中心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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