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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其在文学与教育领域都有着较为显著的成就,尤其为我国的语文教育做出了

巨大贡献,其有关语文教育的思想影也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文人,而这些体现其语文教育思想精华的文章又都被收录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以下简称《论集》)中,对它进行研读也是准确理解叶老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前提。过去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中“工

具性”的理解,对其另一面则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辨证、全面的角度,也用一点历史的眼光来对其进行探析,以期对今后的语文教育、教

学实践有些许参考及借鉴作用。 

[关键词] 叶圣陶；论集；育人；历史眼光 

 

叶圣陶先生是大学者、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实践家；他对我国的

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他便

已经全身心投入到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当中,面对自封建时期就遗留下来

的语文(在当时被称为“国文”)教风问题、学风问题,其深感改革的重要

性与迫切性,为了改变语文学习的内容陈旧问题、不顾语文学科自己的教

学规律教学的问题、语文学习低效甚至无效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

实践方面的探索,还尝试编写语文教材,并提出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语文学习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习惯”、“教师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学习的方

法”、“文言文教学不必逐字逐句的翻译”、“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等语

文教学与学习的实用性观点。这些在先生的《论集》里可以清楚地读到,

因而也就有较多人都认为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不过是提倡“工具说”、“习

惯说”、“实用说”等罢了。 

实际上,先生的本意绝不只在于语文教育的“工具性”等实用层面的

提倡,在细读、细研之下我们会发现它的另一面,我们需要用辨证及全面的

眼光加以重新认识,也做一些传承甚至是创新性的尝试。 

1 叶圣陶先生其人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祖籍江苏苏州,我国现当

代著名作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

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他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小县城里,

家境贫寒,1912年毕业于苏州公立草桥中学,曾先后任教于苏州中区第三

初等小学教师、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上海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

北京大学、立达学园、重庆巴蜀学校、国立中央戏剧学院、复旦大学和武

汉大学等学校。且先后从事过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出版和开明书店的编辑工

作,主编了《小说月报》、《光明》、《中学生》、《国文八百课》、《国文杂志》

等刊物或教材。 

另外,叶圣陶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童

话集《稻草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其他作

品还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短篇小说,他还从事语文教

科书的编纂,比如《新学制初中语文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初小)、

《开明国语课本》(高小)、《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白话文)、《新编国文

读本》(乙种,文言文)、《文言文读本》等,还有为大量的书本或课本作的

序、语文教育思想的谈论、随笔、教育书简等,这些也都被收录在了《论

集》里。在其长期从事的文教、文学创作、出版编辑等工作中,叶圣陶先

生从大量的实践,尤其是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语文教育

思想体系,以及语文教学、学习的方法,从而为我国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新

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或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或开创了全新的教育教学

新局面。 

2 关于《论集》中“工具性”的认识 

《论集》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在1980年成立之时出版的第一本书,在

语文教育界曾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许多语文名师、

语文教育专家在向他人推荐书目时,仍然常提及此书,足见其影响之大,先

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也是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语文人,也依然是常读常新。 

本书编入叶圣陶先生1919年以来论述语文教育的文章112篇,书简36

封。书的开篇便是吕叔湘先生写的序言,他在其中指出：通观圣陶先生的

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

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

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过去的语文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

这两点认识不清。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吕叔湘先生从叶圣陶先生那里

所解读到的也正是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实用性”。而在论集里的第一

篇《略谈学习国文》里叶先生也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

一种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后面所

谈到的《精读指导举隅》前言、《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国文教学序》、

《中学国文学习法》等等,看起来皆是围绕学习语文要注重方法、要养

成习惯、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读写结合、语法

修辞的正确使用等“工具性”与“实用性”较为突出的几方面展开谈论

及论述的。 

另外,长期以来,学界中对于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是

大量存在的,但也多为肯定先生所提出的“工具说”、“习惯说”、“方法说”

等实践、实用层面,比如刘洪祥、苏琴琴提出：叶圣陶语文学习观的学习

内容是本国的语言文字；学习目的是获得知识,养成习惯,最后学以致用；

学习态度要认真,重基本功；学习方法则要自主、历练、有步骤。其也是

在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实用性”。如此的观点与研究也不在少数。 

3 关于《论集》中“工具性”认识的另一面 

历来的研究对于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中隐含的“育人”精神、“人文”

方面的要求都有所忽略,也殊不知先生当时所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是有一定

的社会环境因素考虑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用新的辨证、全

面的眼光来加以看待并学习,深入领会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也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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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承与发展性的尝试。徐彩玉就曾提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主要内

容有“以学生为本”的本位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教材论,“教是为

了达到不需要教”的任务论、“学语文就是学做人”的目的论。这里的“本

位论”、“目的论”无疑是开始关注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中的“人”的存在了。

魏群也曾提出：应该全面地认识叶圣陶的语文“工具性”,在不同时期,

叶圣陶曾多次说过“语文是工具”的话。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工具论”

来概括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甚至还有人认为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论”排

斥人文教育,这是对叶圣陶语文工具本质论认识的偏颇。再有叶圣陶教育

思想研究所的杨斌教授也曾集中谈到的两点,工具性与人文性是统一的；

造成健全的公民也是必要的。并且还指出,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同他对教

育的本质认识完全一致,国文教学关注学生的心灵发展,也即关注人的精

神和思想发育,关注人的自身发展。这便是慢慢开始对叶先生的语文教育

思想有了较为辨证及全面的看法。还有欧阳芬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曾谈

到：叶圣陶具有文学家、教育家的双重身份,他既有文人的气质,也有教

育的人格；他也呼唤“美”和“爱”的人道情怀,他投身教育、塑造新

公民,关注孩子；他还对杜威“以儿童为中心”、“做中学”等教育思想

进行实践。这也可见他是一个有着文学家的教育和教育家的文学的人,

试问在语文这样一门独特的人文学科里又怎么会没有“人文”意识,而

只强调其“工具性”呢？这样仔细地思量及探究后就会发现其实不然,

甚至于今天所提倡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还有可能是受启发于此。 

《论集》中也确实有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谈论叶圣陶先生强调的语文

的“工具性”、“习惯说”、“方法说”等实用层面的内容,但结合一下当时

的社会背景进行理解就会更明白一些,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五

四”运动以前,所谓的教育也只不过是“国学”和“国文”的综合考核,

八股取士也只不过是文人入仕的工具,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思想的

一面,但它们是旧式教育,把书里古人的内容装进头脑中,死记硬背,并不

管是否适合当下的生活,有没有用等,如此再加之社会已发生巨大变革,从

文言到白话,书里的内容也早该更换为适合新时期发展的思想内容了,当

时学子们的语文成绩也普遍较差,说话、为文皆有语法、逻辑方面的错误,

也由此单纯的阅读、写作这两项内容就变得最基本、最迫切、也最重要了,

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先将这两项做好,其他的期望才有可能进行与落实,这

也是叶先生的良苦用心了。先生在《论集》中也提出,语言、思想、文字

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也认为,阅读教学的方法主要是鉴赏、想象、

涵泳、揣摩、讨论、吟诵,并在亲近文字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培养和训练语

感,走进作者心灵,并提倡“修辞立其诚”的写作观,还多次提到教育要培

养学生的“公民意识”,要让学生成长为民主社会的自由人等等。这些都

体现着叶老先生语文教育的“人文”意识、也是其关注着人的发展的具体

体现。 

4 小结 

《论集》中还有关于“整本书阅读”的提倡,“文言文讲解不必逐字

逐句翻译”、“文章作法与读法”、“规范语言”、“改进文风”等众多读来令

人颇为受益的见解,虽已经过去近百年的时间,但仍在启发着无数的语文

人继续努力前行,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语文教育实践的推进,我们在学

习及解读的时候应该多注意用全面及辨证甚至是用一点历史的眼光来进

行看待,过去对于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中“工具性”的认识及提倡无疑为语

文教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要认识到先生语文教

育思想里还蕴含着人文性的一面,也是义务教育及高中语文新课标中所提

倡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此,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叶老先生的

语文教育思想,也才能更受启发地在语文教育、教学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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