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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章 与文学 的教学
——兼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

钟 和 诚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章与文学作品是同时选进 教 科 书 里 的,但 由于文 章 与文 学 的

界限不清,任务不明,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就往往把一些文章当成文学作品讲, 而文 学作品

又当成一般的文章讲。这在语文教学上,引起了争论。一方认为语文教材中的各类文章 (包

括文学作品 ),主要学习它的字、词、句、篇等知识和技能。 《中学语文教 学大 纲 》中规

定,中学语文课的任务是
“
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

”
。什么读写能力,是文章的读写能力,抑

或是文学作品的读写能力?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一些解释 《大纲 》的文章说,教材中的文

学作品应归在记叙文内,当成一般记叙文来学。另一方则提出了异议,他们又笼统地提出语

文课要加强文学因素的教学。概念不清楚 ,目 标就不明确 ,造成了教学上的混乱,影响了语文

敬学质量的提高。为加速四化建设,适应未来的需要,很有必要重新明确文章与 文 学 的 概

念,它们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各自的任务。

文章与文学虽有交叉,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 ,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

叫文章,艺术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叫文学。对于文学的概念有定论不赘述 ,而对文章的概念研究

甚少,势有进一步铨释之必要。文章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事物的,是按照一定章法组织起

来的能够表情达意、首尾完整、独立成篇的书面语言形式。具体地说,一切质朴地叙事、描

景、论理、抒情、说物的不求助于虚构加工的,都可以称它为文章,它不仅包括一般的议论

文、说明文、记叙文和应用文,也包括那些既非虚构又具有实用性和文学性的文章,如写真

人真事的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报导、杂文等。叶圣陶先生说: “
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想到

什么,悟到什么,写得出来,只要写记的大致不走样,文字方面没有毛病,给人家看了可以

了了,这样一个人在写作方面就可以满足了。这些正是普通文。
”

普通文
“
包括书信、宣言、

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描写一件东西记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

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议论文。
”

叶老所说的
“
普通文

”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般文章。

除此之外的诗歌、戏剧、小说则属于文学作品。既然文章与文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我

们在语文教学中就要正确处理,既教学文章又教学文学,文章与文学的教学同时并举,而又

必须确立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它们各自的任务。

文章与文学的教学应并举

我国自古以来文章与文学都是同时发展的,又同是教学的内容。至近代
“
文章

”
与

“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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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才正式分成两个独立的门类,但仍同是语文教学的内容。后来,人们特别重视文学的专

门研究,从作家、作品到文学史、文学理论,都有深入的发展,成为了一门完整而独立的科

学”而对文章学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这就形成一种偏见,似乎语文教学就是文学的教学。

而其实呢,我 国文章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的,它 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形式 也 逐 渐 完

善,从来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先秦时期 ,文章已经勃然兴起 ,有 以记言为主的《论语 》、

《孟子 》;有以记事为主的《左传 》、《国语 》、《战国策 》;有以论 说为 主 的《墨 子 》、

《庄子 》、 《荀子 》、 《韩非子》。两种基本的文章体裁——记叙文和议论文已经正式确定

下来,实用文则杂于上述著作之中。

秦汉时期,主要是西汉的文章,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论说和记叙这两大类体裁上。论说

类文体的继续发展,诞生了不少的新品类,一些政治家为了揭露和批判现实、陈述革新的主

张,创造了
“
论∵、 “

议
”

、 “
策

”
、 “

书〃、 “
表

”
等形式的政论文。记叙类文体的发展

成就主要表现在 《史记 》和 《汊书 》上,不仅章法更为完善,而且出现了丰富的文学因素,

增添了文章的色彩。说明性的文章如 《白虎通义 》也相继出现。一种既可论理又可叙事,即

夹叙又夹议的新文体
“
序

”
也发展起来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文采增加了,质料扩大了,山川胜景普遍成为文章的描写对象,文

章的抒情成分也随之增加了;文坛开始有了文、笔之分,有韵者为文 (指文学作品 ),无韵

者为笔 (即指一般文章),研究文章的体裁划分蔚成风气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记叙、议论、说

明、抒情、描写五大类文体至此已趋齐各。同时出现了许多文章大家,如郦道元、陶渊明、

杨街之等的记叙文、抒情文、描写等文章;曹氏父子、刘勰、陆机的专题性论文。它们不仅

精美秀逸,说理透彻,文学笔法已寓于其中,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到了唐宋,文章出现了繁荣景象,古文运动的兴起,一扫齐梁文风,在文体的发展、创

造上是全面丰收的,赠序、杂记一类新文体诞生与兴盛起来; 
“
论辩

”
类中

“
辩

”
、 “

说
”

“
解

”
、 “

原
”

等文体正式独立,驳论文体完全定型: 
“
序跋

”
、 “

传状
”

之类也有较大的

发展。出现了象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父子等文章大家。他们的文章,无论是议论、

叙事、状物、描景、抒情,在内容上、技巧上、风格上都大大向前发展了。

明清时期,由 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字狱和八股文取士,文章一度衰歇,文体没有多大发

展。但这一时期文化科学技术的研讨较为系统深入,学术空气较浓,著述繁衍,说明性的文

体得到充分发展。
“
五四

”
以降时期。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给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带来

了崭新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文章的发展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文章进入了白话文写

作的新阶段,各体形式竞相发展,发展和孳生了杂感、小品、短评、随笔、速写、报告、通

讯、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许多文章体裁。解放以后,文章的各类体裁都得到了充 分 的发

展,而且表现出文章的体裁越来越多,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实用性的文体越来越被广泛运

用的新趋势。

上述状况在历代语文的教材上有明显的反映。在古代 ,语文教学一直是以经书和史书作为

培养青年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主要教材,主要有 《四书 》、 《五经 》和 《资治通鉴 》;唐宋以

后,又 以文选作为必要的补充教材,主要有《昭明文选 》、《古文观止》。这些教材既有文学作

品 ,也有文章 ,而且文章占的比例大于文学作品Q到了近代 ,由文言逐渐过渡到语体 ,“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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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文章比例越来越大。一九二三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

和∵九二八年至∵九四九年间公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 》中规定的初高中国文课程的教学

目标,均提出了发展语体文的技术 ,使学生能自由发表思想 ,养成阅读和使用语体文及语言叙

事说理表情达意之能力,阅读和欣赏中国文学之兴趣。新编选的教材大体按记叙、抒情、议

论、说 明分 类。如 夏 丐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 》,以文话为中心,以文章理法为

题材 ,配 以有关的选文 ,并从第
一

册起还分别编入各种应用文。他指出: “
应用文为中学国文

教学上的一个重要纲目
”
,应和普通文 (即记叙、议论等一般文章 )同 样处理。当代,即新

中国建立以后,对 中学语文进行了根本性的改萆 ,全 国使用统一的中学语文课本 ,比较明确的

规定语文教学要进行昕、说、读、写的全面训练 ,培养这四方面的能力c因 而在教材的编选上

充分体现了语文作为一种工具的实用性特点 ,一般文章占了主导地位 ,文 学作品占了相当的比

例,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文章与文学的关系。

从上述文章与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可 以看出:一、文章与文学的分类逐渐明朗化,在语文

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而清晰,它们既各有其任务,又互相联系,相得益彰,共同完戚

其培养青少年一代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既具 有 读 写 文章的能力,又有一定阑读、欣

赏文学作晶的能力。二、文章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其 内容和形式是十分丰富的,从来是社

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交流妫工具,是培养人才出主要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尤

应重视。

中学语文教学要以文章教学为主

从语文教学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索:文学的教学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强有

弱,但其主线是培养学生使用语言这个工具的能力,文章的教学始终是占主要的地位。

从现代的教育观点看,冫 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输送新型的

劳动者 ,培养中、高级人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学好语文,具有读写文章的能力和欣赏

文学作品的能力 ,尤为重要。但它们二者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又不应该是平列的,要有主有从,

有重有轻。叶圣陶先生曾说: “
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

”
/在初中阶

段,虽然也读文学,但是阔读写作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为对象。到了高中阶

段 ,选取教材以文章体例 ,文学源流 ,学术思想为纲 ,对 于白话又规定
‘
应侧重纯文学作品

’
,

好象是专向文学了,但是基本训练不可忽略。理由很简单,高 中学生与初中学生一样,他们

所要阅读的不是纯文学,他们所要写作的并非文学,并且,惟有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熟
而成习,接触文学才会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
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大约占百分之七十的课

文是一般文章,约百分之三十是文学作品。从这个安排中,可 以看出编者的意图所在:中学

生主要是学习和掌握读写一般文章的能力。

为什么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作这样的安排呢?叶圣陶先生曾说 :“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

入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学的阅读与写作,人

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 ,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阶段达到 ,到 了大

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工夫了。
”

这就给我们指出,根据中学学生

的学习阶段和任务,主要是注意实际应用”就一般情况而肓,我们的中学生首熊庳具各暴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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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读写能力,即读写文章的能力。他们在校学习时,每天要读教科书,要读报刊,要渎其

它科蒈书籍,当 然也要读文学作品,但大量的读物是一焱文章:他们要写日记,要写书信、实验

报告、作文。目前,中学教育正在实行结构改革,今后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将平行发展 ,加强
文章教学就更为重要。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学生参加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在工作岗位上,他
们要看文件'要学习时事政策,学习革命理论,学习专业知识;要写调查报告,写总结,莺
简报和纪要,作会议记录 `写

通讯报导等,这就更需要具有读写文章的基本能 力。即 使少 数

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就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也离不开读写文章的基本能力。张志公同
志指出: “

语文课从教学到考试丿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注重实际应用。按说,应该让学生多学
一些日后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读、写都应当这样考虑。

”
又说: “

写实际应用的文章,

是绝大多数入的需要,无论你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属于哪行哪业,包括文学 家,都 是需要

的。因此,在中学阶段,就应当以培养这种能力为重。
”
也正如叶圣陶先生早年指 出 的那

样
“
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 时以这种 普通 文 为对

象。
”

就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而论,重要的一条就是注意实际应用,学好一般文章,具备读、

写一般文章的基本能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语文教学也应该以此作

为指导思想。面向未来,首先要面向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这个未来。到那时,今天坐在教室
里的中小学生,就要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线,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因此 ,

我们的教学,就要面向他们工作的需要。大多数学生将来需要什么能力 ,从现在起就要培养什
么能力。必须考虑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注重实际应用,力图用准确、平实、经济的语言,

传达最大的信息量,得到最佳表达效果,正是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从当今信息社会的需要来

看,掌握文章的读写能力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所共知 '语言从它产生
之日起,就成为信息的载体,文章的诞生则标志着信息载体向更完整、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如果说 ,丰富的能源和物质材料构成信息社会的骨肉之躯 ,那么,语言文字及由其组成的文章 ,

则是这个社会的神经系统。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 ,语言文宇及由其组成的文章'乃
是这个社会

必不可少的资源,因 为它为社会传遴了大量的信息。这种信息,就其价值而言,是⊥种重要
的资源。信息社会对传避信息的文章将要求时效快速,即发讯者如何快速地将信 息注 入 文

章,接受者如何迅速地从文章中获得信息并作出反馈;要度量高密,所写文章必 须 高度 概

括、凝练,以 尽可能少的文字承载尽可能多的信息;要表述精确。近年,西方报刊已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对新闻报导要求内容新速度快,语言文宇简洁明了,承载更多的信息量,以适
应信息社会的要求。这就给学校教育提出了加强信息教学的要求。作为传遴信息的一种主要
手段——文章,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教学中的主要任务。世界各国几乎都加重了这方面的教学
内容。

如日本要求:

小学阶段,以训练写日记、书信、记事文为主。

初中阶段,以训练写说明文 (科学说明文 )和简易议论文为主。

高中阶段,以训练写作较复杂的议论文和艺术说明文以及诗歌等为主。
美国要求写:

(1)表现个人特点的文章
“
自叙文

” (包括私人间的通汛文'以及根据自己经历和实践



所写的白叙文J所谓的生活事也包括在这一类中 )。

∶@)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章
“
实用文

” (包括事务性书籍、报告文、说明文等学校生活和

日常所需要写的文章 )。

(3)有浓厚思想内容的议论文 (包括反映作耆思想、意见等论说文和文学评论以及调查

报告等文章 )。

苏联要求中学生能写描写文、记叙文和议论文。描写文先从素描开始,由素描方法构成

的作文称为
“
描写文

”
。

英国是从故事开始9先向生活文发展,进 而再向记叙文描写文发展,最后则着重说写论

说文。

由此可见,中学语文教学,应 以一般的文章教学为主,其任务足进行读写的基本训练,

培养学生读写一般文章的能力。

然而文学作品的教学在中学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应有一定的比例。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其文化素养,受到教育和熏陶,获得美感:二、文

章与文学作品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交叉,学习文学作品可以借鉴它的艺术

成就,诸如修辞之妙,构思之巧,选材之严,布局之当,语言之美,以 及运用形象思维等各

方面的艺术手法,以补充、丰富文章的阅读和写作。

十分明显,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应以文章为主,着重培养学生具备读写一般 文 章 的能

力,这是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层次;同时也学习文学,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是

第二层次,或叫高级的层次。叶圣陶先生对二者的关系说得很明白,他说: “
学习图画,先要

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象,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和写作,从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普

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文学当然不是在

普通文以外别有什么手法,但是方法的应用繁复得多 ,变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练 习 而径 与接

触 ,就不免迷离惝恍。
”

这样 ,层次清楚,泾渭分明。任务明确,各施其教,两个层次又互相

联系,构成语文教学的整体,有利于澄清当前语文教学中任务不明的混乱现象。

文章与文学的教材可采取三种形式编辑。一种形式是编结合型教材,一方面以文章学知

识为系统编选有关文章,一方面以文学知识为系统编选有关文学作品,由 浅 入 深,由 易 到

难,循序渐进,两者交叉安排,互相联系,以八、七、六比二、三、四的 比 例 结 构,即文

章教学在初中阶段安排十分之八,高 中一、二年级安排十分之七,高 中三年级安 排 十 分 之

六;文学作品初中安排十分之二,高 中一、二年级安排十分之三 ,高 中三年级安排十分之四。

第二种形式按各自知识系统分段安排,初 中基本完成一般文章教学的任务,初步接触一些文

学作品,高 中阶段复习和加深文章的学习,主要学习文学作品。笫三种形式编辑成分科型教

材 ,即文学作品一本书,文章一本书,各自独立,初中教学文章一本书 ,高 中教学文学作品∵

本书,或者根据各年级的任务二者结合教学。无论那种形式的教材均应由各自的 知 识、 范

文、训练三部分组成,以知识为中心,范文为例子,训练为主线,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进行。

基于以上论述,建议有关部门修改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草案 )》 ,改编现行通

用教材,明确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各高等师范院校和各级教育学院增设文章课

程,并在教学法课程中着重研究文章的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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