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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新春，
上海 16岁少女
武亦姝在第二季
《中国诗词大会》
节目中折桂，同
样来自上海的少
女姜闻页和侯尤
雯的不俗表现亦
令人刮目相看，
由此引发新一轮
古诗词热和关于
语文教育的探
讨。什么样的语
文才有前景？传
播中华传统文
化，语文教育又
该有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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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对现实认知和批判的能力

杨晓晖：詹教授!我注意到!在你的"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一书

中!您对经典作品的探讨!始终努力切合着当下的价值观!如对卡夫

卡$伯尔$志贺直哉的作品%文本意义的分析似超越了教学的范畴%您

强调它们对以金钱作衡量标准的批判! 您认为!&拥有对现实认知

与批判的能力'!是基础语文教学中就该注重的吗(

詹丹：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文本分析的意义到底何在？一般认为，
其意义本来就不受制于教学或者文学的领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文
本既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同时又超越其局部的意义，对社会整体有
广泛的隐喻性。甚至对文本所持的一种态度，就体现出它深刻的社会
性。所以，拥有对现实认识与批判的能力，这既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
具备的，也是我们培养学生学好语文的重任所在。
以前的语文课标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新修订的课标强调其

时代性以及思维能力的批判性，都切合这种对现实认知和批判的能
力。新课标还特别强调语文课程是“通过学生在真实的母语运用情境
中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母语运用情境”？学生
在沉闷的课堂中被要求一遍遍机械刷题，算不算真实的母语运用情
境？他们对这样的现状有怎样的切肤感受和反思意识？我们在他们的
作文中看到了多少关于这种现状的真切反映？这其中，他们又是如何
表现他们自己心灵的顽强成长？就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写他离开百草园后，他在压抑人性的三味书屋中又是如何把自己
的童趣顽强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得语文者得天下!

陆亚萍：最近教育部门$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似乎都很关注!网

上还说&得语文者得天下'!对此!您怎么看( 如果全社会都在热议高

考作文题!这正常吗(

詹丹：这当然说明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但我又不太认同这一说
法。这话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得语文者得高考”，所以，这里的“天
下”，是直指高考的。高考当然重要，但把高考等同于天下，让一切中
小学语文教育都指向高考或者中考，又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全社会都热议高考作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文学科具有不

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那种综合特性、那种与生活实践紧密关联的特
性。如果说语文是从这一角度与天下联系起来的，倒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实不是这样。现在“得语文”的手段，常常就是简单的应试教学，
就是不断刷题。有教师还说，他们要让学生像做数学题那样来做语文
题，还有教师的所谓科研，就是研究如何把阅读理解的问答题，转化
成回答时的填空题，梳理出几句重复的套话加上有待填入的几个关
键词，让学生加以重复操练。所以，“得语文者得天下”，隐含的是一个
以刷题手段来获得一个机械复制天下的后果。

语文刷题比数学刷题更糟糕

杨晓晖：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争议延续多年! 就语文教学来

说!您怎么看(

詹丹：素质教育虽然也能应对考试，但它需要有更多时间、财力
和智慧的投入，收效相对缓慢，也未必能明显体现出来，有些只是在
人以后的成长道路上，构成其终身受用的一部分。而应试教学则不
然，它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是通过反复训练，在人的解题的单方面
能力上得到一种畸形发展，所以，在短时间内，在解题方面，可能会起
到比素质教育更明显的效果。但其对人性的扭曲发展，其对生活趣味
的剥夺，其对人的后续发展能力的损害，也是难以估量的。
语文的刷题比数学更糟糕。因为我们在解数学难题时，还有可能

获得一种成功的喜悦感，但是语文刷题，比如即便是做最有创意的作
文题，也沦落为机械化、模式化的套路或者套题训练，以至于作文也
成了学生“三怕”之一，败坏了学生学语文的兴趣。

从教师立场看，从事应试教学要比素质教育，操作起来更简便、
机械些。就以作文来说，教学生写作的僵化套路或者如何套题，要比
通过素质教育来提升他们的思维品质方便得多。

真正的阅读是"心灵的阅读#

陆亚萍$ 您反对概念地阅

读$机械地学习!而提倡心灵的

阅读! 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作家!

同时又要从具体的文本出发%但

老师本人的经验是受限制的!学

生又该怎么办(是否理想的阅读

是很难存在的(

詹丹：是的，不论是老师还

是学生，他们的有限经验都对理解文本带来一定的制约性。但阅读
不仅仅是唤醒他们生活的记忆，不仅仅是为了加固他们的生活经验，
恰恰有一部分阅读的内容是他们陌生的、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才在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的
感受。问题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尊重文本与自己世界的差异
性，不应该以自己的经验来遮蔽、掩盖或者同化掉一个差异化的世
界，或者相反，也不是把阅读得来的感悟来完全驱除自己的生活经
验，应是在寻找两者局部的可能融合、或者互相印证中，保留各自
的差异，这样的阅读，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理想的阅读。因为这样的
阅读，是阅读和生活的相得益彰。

陆亚萍：您重视作品的独特性! 并认为认识到作品的个性! 对

于培养学生自己的个性是重要的% 在繁重的应试学业里! 这能够做

到吗(

詹丹：当然很难做到。如果需要达成的目标对人的发展、对美
好生活的建设确实是重要的，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就是，为什么很
难做到？为什么这种非人性的应试学业能够如此大行其道？如此难
以改变？是不是我们绝大部分人也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这种
应试学业的助推器？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中小学生被繁重的学业
压得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爬行，需要爬上十几年，只有考上大学，
才能看到出口的那一片灿烂光明。当然，考上大学，是否真就是一
片光明，也不好说。

引导阅读经典取决于教师魅力

陆亚萍$ 在谈到 )红楼梦# 的经典性时! 您感叹随着社会分工的

日益发展! 学科分类趋于细化% 许多技术人才! 作为共同的人的特征

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在学习阶段! 他们作为人的应有修养也没有

得到好好培育% 阅读传统经典! 通过一种共同的文化陶冶! 在人的层

面上进行最基本的教育% 这种教育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是人文教育

的基本出发点% 那么! 该如何提升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呢!

詹丹$ 必须承认，有些经典作品，其舒缓的叙事节奏，特别是
其价值观，不一定能引起当下学生的兴趣。其实，学生对经典的不
感兴趣与对语文课程本身的不感兴趣往往是紧相伴随的，所以，激
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也是教师的责任所在。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许
多流行的手段，来吸引学生进入经典作品。比如就《红楼梦》来说，
举办作品的知识竞赛，根据作品里的人物性格来推测他们可能的星
座，或者把林黛玉的诗词创作改编成流行歌曲，也可以选定某个特
定场景，让学生想象其中的一个角色，记一天他（或者她）的日记
然后进行课堂交流，甚至可以改编成课本剧来演出，等等。诸如此
类，都能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

但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语文教师的个人魅力
与其推荐作品对学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读中学时，读经典的兴
趣，很大程度上是由语文教师所引发的。钱梦龙老师既教我们语文
也教美术，虽然只教了初中一学期，但他课堂上把李商隐诗歌推荐
给我们，还在黑板上写成大字，让我们照着抄写，令人印象十分深
刻。后来，一位教初中的美丽的刘老师推荐我读“五四”作家的散
文，教高中语文的肖老师推荐我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儒林外
史》，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语文教师自己是个爱读经典的人，不但
让其全身焕发出一种人文气息，而且能把这种气息传递给学生，让
学生爱上经典。这些经典滋养着学生的心灵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学生以后会走怎样的道路。

杨晓晖$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 使

传统文化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语文教师该做些什么(

詹丹：他首先应该对语文课本质有透彻理解!语文既是人与人交
流的工具，同时也是思维活动的载体，是审美实践的依托，更是文
化凝聚和发展的表征，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在这一自觉理解的基础
上，才能有对语文课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担当。尽管我们一
直在提倡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文化的结合问题，但有两种弊病
是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努力克服的。一种是无视不同时期的社会差异，

把各历史时段的文化因子加以粗暴嫁接，形成一出出恶搞式的
闹剧。另一种是无视当代人的基本立场，以所谓原汁原

味的文化灌输、以各种“读经”活动，试图让当
代人的思想情感彻底回到过去。理解传统

文化，就是要充分理解文化特定时期
的社会背景，这样才能在立足当

代社会的前提下，引导学生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
在与当代人的思想文化有机
融合中，给学生的无限发展注
入更丰厚的养料。

*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何为

+执笔整理$杨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