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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要重视语文学科的基本建设

———兼谈写作教学与口语训练

程　翔

摘要：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并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是语

文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课程标准的主要功能是确定教学内容。在语文课程中，写

作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或可单独设课，单独编写教材；口语能力是人生的重

要能力，属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范畴，属于语文学科的基本建设内容，需要在语文课

上进行系统、规范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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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在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 ‘语文教育基本问题’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这些年来，语文学科基本建设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还不够，语文学科的架构尚不完整，

研究并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是语文学科建设的当务

之急。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

属于语文学科基本建设的范畴，但是这个基本建

设至今做得并不理想。

一、重视语文教学内容的研究和落实

一定要重视语文教学内容的研究和落实。当

下语文研讨多热衷大单元、大概念、大情境、项

目化学习等话题，偏向课程形式和教学方式、方

法，有的语文杂志也喜欢发表这类文章。课程形

式和教学方式、方法是重要的，但再重要也必须

以内容为基础，忽视内容的形式与方法没有太大

意义。现实却是，的确很少有人研讨内容了。以

高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为例，前些年他们多侧重

文本研究，写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现在则热衷

形式方面的东西了。笔者参加研究生的论文开题

会，发现都是大单元、大情境和任务驱动之类的

选题。语文界形式大于内容的现状令人忧心

忡忡。

制定科学的课程标准，可以引导语文教学重

视内容。课程标准的主要功能是确定教学内容，

至于怎么教是次要的。一线教师怎么教，从来没

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课程标准鼓励教师创造性地

开展教学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教师

误以为只能搞大单元、大情境，偏向了形式。这

与课程标准的表述方式有一定关系。建议后续课

程标准的修订，首先明确语文教学的内容，将听、

说、读、写的内容具体化，明确各自的占比。比

如，阅读内容要明确规定读 《论语》全书，就像

英语国家规定要读 《哈姆莱特》一样。明确教学

内容是课程标准的主要功能，这个根基一定要稳

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

主要内容就是规定教师教什么，至于教学方法，

则没有规定。高中数学的课程标准，也是对教学

内容规定得十分明确、具体。而现行的语文课程

标准，对中外作品、古今作品、文学和非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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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比例没有明确规定；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写作

也没有数量要求，更不要说对小论文写作的要

求了。

二、赋予写作在语文课程中应有的地位

在语文课程的基本建设中，被严重忽略的是

常规写作。重视常规写作是当务之急。写作在语

文课程中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高中１８个

学习任务群中竟然没有一个独立的写作任务群。

笔者认为，写作或可单独设课，单独编写教材。

要对写作有明确的定位，要表达清晰、科学的写

作观。写作地位的确立，是语文课程建设中最基

本的工作，可实际上我们做得很不够。正因如

此，目前中学生的写作实际上仅限于应试，假、

大、空现象突出，就连特级教师写的 “下水文”

也染上了大而无当的毛病。比如，前些年作家叶

开评价中学教师写高考 “下水文”时，提出一个

颇具刺激性的观点： “９０％的语文教师要回

炉。”［１］笔者看后觉得有些伤自尊，因为笔者也是

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也写过很多 “下水文”，于

是很自觉地将自己划入９０％的行列了。后来的

事实证明，叶开的话有一定道理。而从学生作文

来看，即使是这些年所谓的满分作文，除了极少

一部分差强人意外，大部分并不理想。这与写作

课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不无关系。

２０２３年笔者到一所中学调研，了解到高中

学生三年时间里只练习议论文写作，不写记叙

文。笔者惊讶地问为什么，学生回答说写议论文

得分高。笔者很不以为然。照这样练下去，毁了

写作，毁了学生。这样的写作教学不是真正的写

作教学，完全变成了应试的工具。当下，很多初

中从初一就练中考作文，很多高中从高一就练高

考作文，作为基本的常规写作训练被大大挤占

了，甚至于无，致使学生的写作 “缺了一条腿”。

应试写作只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形式，仅仅在考试

中有用，不考试这种写作就意义不大。中学六年

时间都花在应试写作上，这是很大的浪费。学生

的常规写作绝不能忽视，更不能取消。须知常规

写作奠定的是写作的基本能力，学生具备了基本

能力，再用一年时间对付考试就足够了。相反，

只为应试而练，基础不牢，应试写作也写不好。

三、关注口语能力的系统训练与培养

再说说口语问题。口语能力是人生重要的语

文能力，属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范畴，当然也属于

语文学科基本建设之一。口头表达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须臾不离，语文教学要为学生具备较强的

口头表达能力奠定必要的基础，语文课程标准要

对口语能力有明确的定位和具体要求。

口语属于 “第一语言”，与生俱来，相伴到

老。有人会说，口语能力是天生的，无须在学校

语文课上训练，也不必纳入考试中来。对此，笔

者有不同看法。尽管口语能力与生俱来，但人们

的口语水平千差万别。与一个陌生人谈话半个小

时，就可以基本上判断对方的口语水平；口语中

的用词、语气、语调以及相伴的面部表情和肢体

语言，基本上能反映口语修养，进而折射出人的

内在修养与气质。两个陌生的青年男女初次见

面，谈上半个小时，就基本上决定了还有没有下

次见面的可能。为什么？要么有共同语言，要么

话不投机。说话的过程能反映一个人读什么书，

有什么爱好，价值取向如何，文明程度如何，

等等。

从人生的角度来说，语文学习一定要为学生

的幸福人生奠基。一个连话都说不好的人能有幸

福人生吗？学校招聘教师，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其

口语水平如何。以 “舌耕”为业的教师如果没有

较强的口语能力，怎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呢？有

的教师很会说话，尤其懂得如何与未成年人交

流，言谈话语总能给学生留下美好印象；也有个

别教师不会与学生交流，说的话不养人，甚至伤

人，导致师生矛盾冲突，进而影响其教育教学工

作。无论居家生活与家人交流，还是在社会上与

他人交流，口语水平都至关重要。

再拓展开去，笔者想到了说唱艺术中的 “说”

就是一种能力，如能在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席之

地，绝对是一件好事。比如，山东快书节奏明

快，板眼结实，气势宏伟，口若悬河，有类似相

声的贯口，对于练习口语的连贯性和感染力颇有

益处；至于京剧中的唇、舌、喉、牙、齿五音和

开、齐、合、撮四呼技巧，即所谓审五音、正四

呼、调气息，则更体现口语表达的高端水准。

要想具备好的口语能力，就需要在语文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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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规范的训练。语文界前辈钱任初先生

曾对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提出 “六性”“八

戒”的要求，对我们提高口语修养颇有启发意

义，不妨借来一用。

“六性”指的是：叙事说理，条理清楚，言

之有据，全面周密，具有逻辑性；写人状物，有

声有色，情景逼真，细腻动人，具有形象性；范

读谈话，情真词切，平易流畅，真挚感人，具有

感染性；借助手势，穿插事例，比喻新颖，生动

有趣，富有趣味性；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措辞

精当，惜话如金，富有准确性；举一反三，弦外

有音，留有余地，循循善诱，富有启发性。

“八戒”指的是：戒拖泥带水，拉里拉杂，

与题无关的废话；戒颠三倒四，疙里疙瘩，文理

不通的病话；戒满口术语，文白夹杂，故作高深

的玄话；戒滥用辞藻，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虚

话；戒不懂装懂，或许大概，模棱两可的混话；

戒干巴枯燥，平淡无味，催人欲眠的梦话；戒挖

苦讥笑，低级趣味，不干不净的粗话；戒陈词滥

调，生搬口号，八股味浓的套话。［２］

以上要求是比较高的，没有长期的历练达不

到。中国不仅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

训，还有 “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故

事，高中语文教材中 《烛之武退秦师》就是典型

例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更

是家喻户晓。高端口语水平绝非一朝一夕练就，

非经长期训练不可。训练不是做练习题，更不是

搞题海战术，而是经过系统、规范的实践，分级

分层进行。如果语文课程标准中有明确具体的口

语训练要求，语文教材中编有配套的训练内容，

语文教师能用它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训

练，那么，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一定能够得到提

高，口语修养一定比现在好得多。

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中，听、说、

读三项都是通过声音传递的方式进行的言语交

际，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听的能力受制于说

的能力，会听的前提或许有多个，其中一个是会

说；有时候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很可能是对方说

的水平差。说对读的影响也很明显，会说的人往

往会读，不会说可能影响其阅读效果。当然，听

和读又会反作用于说。写虽然不是通过声音传递

的方式进行，但说与写也有密切联系。说得好会

促使写得好。多写的人，说的能力也会有所提

高。说书艺术就是从写到说的转化。一个人语文

水平高，往往表现为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因

此，课程标准中应对口语训练有明确要求，使之

在语文学习中的地位不低于读和写。

另外，教师培训工作也应该成为课程标准中

的一项内容。中国有多种教师培训的方式，比如

“国培计划”就是很有影响的，也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进入深水区，业

界对于教师培训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专家报

告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需要寻求更加科学、

合理、实用的培训方式。最近笔者应邀到一所中

学培训教师，三天里，和学校语文组的教师一同

备课，梳理教材、理解文本、设计教案。这三

天，我们研究了四个单元２０篇课文，还研究了

四个单元的写作内容和两个单元的综合性学习。

通过这次培训，笔者发现，教师往往最需要的不

是方法，也不是形式，而是基础的内容，因为有

些教师缺乏的就是对文本最基本的理解，缺乏写

作的基本能力。想要提高学生成绩，提升教师自

身的专业水平不容忽视。认识到这一点，围绕这

一点开展教师培训，才能抓到教师培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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