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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语文教材体系研究的核心

岳  洁

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是广大语文教

学研究工作者一直殷切关注和努力探索的问

题。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其中一个重要

的因素,就是有一套好的教材和对这套教材

理解、掌握的深度。现行语文通用教材是在

试用本的基础上,参考了各方面的意见修订

的,稳定性较大。因此,国 内同行对这套教

材作了大量的探讨。几年来,从一篇篇教材

的铨释、评注、分析¨⋯发展到对整套教材

训练体系的研究,标志着语文教研工作正沿

着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向前迈进。

当然,诚如叶圣陶老先生所说,课文不

过是些例子。语文教学,则要设计一套好的

练习,以便举一反三,使学生相对全面地理

解和掌握某些知识,培养某种能力。因此 ,

研究这些
“例子”的知识、能力的容量、深

广度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有助于语文教学的

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科学中的体系一语”是指多数事物基于

一定的秩序相互联结而浑然成为一个整体而

言。研究事物之间的结构和联系,是二十世

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按照普通系统

论创立者贝塔斯菲提出的关于组成系统的定

律9一个系统中各因素之Fi齐在着相互的、

有机的联系 ,并发挥其各自不同的效能。但作

为整体而存在的某一系统,它的整体效能不

是个别因素效能的简单递加9而是大于几个

因素效能的总和。一般所说的 3+2>59其
奥秘就在于联系。作为既是一项学术研究 9又

是一项帮助广大教师更新教学思想、改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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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具体措施的
“
中学语文教材体系

”——中

学语文学科的知识、能力训练体系——研究 ,

就是用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来研究现行

通用教材中知识、能力——主要是读写能力

一 训̄练的 “量”、
“
度

”
、
“
序

”
、 “位”。

其核心是按照知识、能力自身的属性及其在

教材中的分布,确定训练的序列 一 即 定

“
序

”
。

语文教材中的知识、能力训练

到底是否有序可循

芭今中外的教育家,大都十分重视 “循

序渐进
”这一重要原则,那 么,现行通用教材

又是否有序可循呢?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教

材是东选一篇 ,西选一篇 ,无 “序”可言。

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语文教材本身就无所谓

“序”。不必讳言,现行教材中某些课文的

安排尚可商榷,某些能力的训练程序,有待

进一步调整。而作者写某一篇文章时,的确

不是为编入教材而写。编教材选文时,的确

也是 “东选一篇9西选一篇”的。但是,既

然被选入了教材,就必定体现了编选者的某

种意囚,体现了根据教学目的安排的某种序

列”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o

从知识 的扩 展、能力 的迁 移的角吱考

察 9现行教材中各单元诸 课 (文言文除外)的

安排是先讲读课文 9后 阅渎课文 ,以期达到举

一反三9是一种 浼序殄的表现。从知识本身

的系统来看,由 “概念”、 “
判断

”、 “推

理″到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也是一种
“
序

”



的表现。至于通过练习表现出来的读写训练

序列,则尤为明显。初中一至四册、高中-
至四册的

`k册
书中,共有读写训练的题目六

百三十五个,其中有主体性训练,有辅助性

训练,有准各性训练,有综合巩固性练习。

应该承认,编者在设计、安排这些思考训练

中,颇具匠心。刘国正同志说: “课文是从

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章中摘取的,只能作大体

的安排,难以有严格的系统性。练习题是为

着教学目的编写的,可能而且应该有计划的

安排,有一个比较 严格 的序 列。” 所以,

弼序
”

在教材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凭空

设想出来的;是具 体的,而不 是不 可捉摸

的。

“序″在教材体系研究中的特点、襄现

“由浅入深、由易到 难、 由 简单 至复

杂
”是循序渐进的基本要求。教材体系钥究

中除了探索各项知识、能力的
“
浅

”
、
“
易

”
、

“简单
”的起点和 “深”

、
“
难”、

“
复杂

”
的

程度之外,还要细致考察以上所谓 “人”、
“
到”、 “至”的步骤和程序。按照教材中

各项知识、能力的 “
序

”,协调知识、能力

训练之间的关系,使教学达到最优设计,最
优控制。

“
序”的探索9似可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冫纵向发汰的特点

初、i与 中一、二年级共选记叙文 (文言

文不在内9下同)一百三十篇,分为二十七

个单元多议论文二十二篇,分为八个单元多

说明文二十七篇 ,分 为八个单元。共体剖折这

些课文、单元的训练项日及其联系,就可以

沽楚地发现和掌握中学教材中各主要文体的
“
序

”。以说明文而论9 《中学浯文教学大

纲》要求:初中曲读写-般冉Ι说叨文9高屮

能读写比较复杂的说明文。训练的阶段性相

当明确。初一册第五单元的 《笫比利斯的地

下印刷所》等 两 篇 课 文9主要是引导学生

懂得说明某一处所的结构方位时9要按照⋯

定的顺序;初二册第八单元的 《大自然的语

言》等两篇课文,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习用萃

例说明科学道理。以上两册应为以后说明文

的读写训练9打下必要的基础。高中二年级

未设说明文单元, 《杨树)一篇附于高三册

第一单元之内,起复习、巩固作用。从整套

教材来说,主体训练在初三、四册和高一、

二册。初三册要求在初一、二册的基础上 ,

区别描写和说明的不同特点,进 而 了解 说

明 的特 性,初 四册则侧重于初步了解说明

的方法、在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中说明的

作用以及用具体事例说明科学道理的写法。

高一册在初一册初步懂得按一定顺序说明事

物和初三册初步了解说明方法的基础上,较
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说明的顺序和说明的方

法、方式。例如,根据说明对象的不同而采

用不同的顺序,说明文中的文艺手法¨⋯等

等。高二册强调说明的科学性。从知识、能

力的训练分析,首先是 “
描写和说明”,以

取得和记叙文的衔接,进而学习 “
说明的特

征
”、

“
说明的方法

”
、 “

说明的顺序
”,最

后是带总结性的
“
说明的科学性”。从整套

教材来看,初一、二册属于预备性训练,初
三、四册9高一、二册是重点,属于主体训

练,其中i荀二册又应起到系统、综合、巩固

捉高的作用。达到中学阶段说明文教学的要

求。当然,亻l^些单元中课与课之问的 “
序”

不很明血l,尚 待进一步抽换和调整”但也应

该承认大邯 劣咄1元 , 尤其 是册与册之问的
“序”是显I可易见的。

(二)横 向发双的特点

现行通用教材 属于 综 合型。 阅渎、写

作、语文知识坫合于一册之内,一套之中。

不同文沐f勺单元穿插安排,各 自的系统性不

容易体现出来。囚此,探讨横向的 “序″就

显得仗有必要。一册、一个年级既然形戍一

个相互配合、柑J互诈刂约、相互补充的整体9

各单元之闸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

i'闸不应只大l义n的 i且 加,而Ⅰi‘ 应泫足哎冉1

。99 e



综合。以高一册为例 ,《南州六月荔枝丹》、

《蝉》等说明文”恰当地运用了 “倒叙
″9恰

当地引用了文学作品,就把第一单元和第二

单元、记叙和说明有机地衔接了起来,又为

议论文的引证法作了必要的准各。 《路标》

一课编入记叙文单 元中,却 又有 议论 的成

分 9在 记叙文和议论文之间搭起了桥梁。修辞

方式
“
比喻

”,在初中已学习、掌握了比喻的

结构、比喻的种类的基础上,高一册 《荷塘

月色》、 《绿 》着 重 研究 本 体、喻 体之

间的相似点o这 一要 求在 《明湖 居听书》

一课的训练中9又有扩太和加深。以看得见

的景象、经历过的事情、体验过的感觉、想

象得出的形象作喻体,使读者能借助喻体的

实体形象感受没有实体形象、难以捕捉闸丨

体。观察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高一册的训练

重点之一o第一单元中主要研究观察点 (立

足点)与观察对象的关系、观察的方法,而

在第二单元中则侧重研究不同文体中的观察

目的和重点。同样是引用诗句、传说9记叙

文中主要是为了丰富内容9增添美感多说明

文中主要是提供科学根据;议论文中则主要

是为了增强 说服 力。这 在 《κ江三峡》、

《南州六月荔枝丹》、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

么人的?》 诸课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总之 ,

探索横向的 “序”9对每一课、每一册、每

一年级的教学,可以起到醣讠l顾后、统摄全

局的作用,在使用综合型教材时9取得主动

权。

“
定

拶序的窈提

要准确地、客观地探索、确定这个
“
序△

就必须明确教材中知识、拿:力训练顼目和内

容的 “童拶和
“
度

”。 定
Jζ 且″和

J“定
″

“
度

″是定
“序”的前提。

《一)以现行教材为依据9确定知识、

能力龅 fr量″

中学语文学科的知识面很广”似乎很难

定
ε量″。怛从中学这一恃定阶段语文教学

°Ι00Θ

的目的住务来讲,就应该根据某些数据的概

率统计,安排和控制教学中的传授量和训练

量。如:文言词语的
“
焉”,在中学阶段只

要求理解和掌握四个义项9而不是按 《古书

虚字集释》,要求理解二十二个义项。教材

中知识、能力训练项目的
“
量”,约略可分

为两类:一是基本量,二是扩大量。对基础

较好的学生9对文科学生9应要求牢固或比

较牢固地掌握,切实或比较切实地理解整套

教材包含的知识,进而扩大一定数量的课外

读物中所包含的知识;对一般的学生,对理

科学生只要求牢固掌握 、切 实理 解重 点单

元,讲读课文中包含的知识,力争掌握、理

解 整 套 教 材中包含的知识。从实际出发,

划分基本量和扩大量,是符合控制论的原理

的。入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在 《六

年制中学高 中语 文第 五册 简介》中提出:

“·⋯⋯按照教学计划,文科班可以将部分阋

读课文作为讲读课文,理科班可以将部分阅

读课文作为课外阅读
”9也正是为了在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对一定对象进行知识、能力

训练9有一个恰当的量的控制。根据教材,

按基本量、扩大量, 定出 整个 中学 阶段 ,

初、高中,以至 于各册、各单 元、 各课的

各种矢n识 “量″,如 :识字量、理解和掌握

的词语量、句式量、各种不同文体写作方法

训练的呈、语文常识量¨¨使教师、学生心

中有效9才能避免挂一漏万 9顾此失彼 ,也才

能避免盲目地增加内容。质量是通过数量反

映出来的。有了一定的量,才有一定的质,

有了明确的量9教学质量的检查和考核,也
才有可靠的准绳。

(二)根据 《大纲》要求,参照I土 ,∶

际9确定理解和掌握知识的
“
度

”

语文是 “
弹性

”很强的学科。同一篇课

文,初中可以讲”高中也可以讲,甚至大学

也可以讲。讲到什 么程 度,就 要接 受 《大

纲》的严格制约。要准确地定
“
度

”,就必须

分活在 《大纲》要求下各项知识的
“
度

″和



该项知识本身具有的
“
度

”
的同一性和差箅

性,就必须剖析该项知 识在 各学 段、 各年

级、各册的分布情况。胸中有仝局,深浅、

取 舍 才 能 恰到好处。如:文言词语的意动用

法、使动用法9在高一册属于主体性训练,

要按练习的要求讲准确、练扎实,而文言句

式在高一册属于预各性 训 练,则 应适 可而

止。记叙文中的
“
线索”,在初中阶段只要

求有一些初步认识,作初步的训练”至于较

全面的研究 “
线索”

的作用和类型,则应在

高二册进行。准确地、恰当地定
“
度

”9有
利于抓住重点9有利于在规定时间内有层次

地训练,有利于掌握教学上的主动权。

用控制论的某些原则定
“
量

”
、定 “

度
”

9

进而用系统论的观点定
“
序

”9是语文教材

体系研究的步骤和过程,也是语文教材研究

科学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序”
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教材体系研究,是帮助教师理解、掌握

教材的途径,应该是教师从事教学的重要内

容和必要的前提。体系是对整套教材而言9

但语文还是-课一课教的,一课一课学的。有

些同志正在进行单元教学的尝试,但也离不

开每一篇具体的课文。因此,知识、能力训

练都要分别落实到每一篇课文上来9就是说

从教学实践需要 出发, 定 “
位”。 一课之

中,应该教学哪些知识,培养哪些能力,必
须恰如其分地控制。不同的学生、班级、学

校9讲练内容固然应有所不同9预各性、主

体性、巩固性 的 各类 训练也应有不同的定
“位”,但是9有 了具体安排”才能避免随

意性9作到讲得重点突出而集中,练得扎实

而有效。否则就会事 倍功 半,或 者浮 光掠

影”蜻蜓点水多或者面面俱到,轻重倒置;

或者拖长教学时间”增加学生负担。所以,

从教学实践的需要来看,体系中的定
“
位

”
,

必不可少。但是”必须强调定
“位”

的前提

和条件是定 “
量矽

、定
“
度

”
、定

“
序

”
。如果

没有
“
量”

、
“
度

”、“
序

”
的研究和确定 ,

定
“位”

也不可能是科学的9而只能象某些
“
教案”

那样就课文论课文”带来新的随意

性。

总上所述 ,教材体系研究,就是在
“
量

”
、

“
度

”
、 〃

序
”

、 “位”
的

“
定”

字上作文

章。每一项的
“
定

”,既有独立的作用和具

体的内涵9又有相互制约、相互 联 系 的 作

用。简言之9从 “
量″

、 “
度

”
出发,探讨

体系的核心—— “
序

”,再落实到教学实践需

要的
“
位”。            ·

嗲 益 骜 食”

陈 斌 何世英

刀
牛

丶角

《触龙说赵太后》
“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 自强步 ,

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 身也
”
一句,其 中

“
少益

”
,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 汉语》注为: “
少,西刂词,稍稍。

益,副词,灭加。
”

于是有的便语译为
“
稍稍 更为喜欢吃

点东西
”

。

细审文意,这样解释是不符合汉语 的语言习惯的。既

是
“
稍稍

”,怎 么又是
“
更加

”
呢?究共 原 因,这 卫 的

“
益

”
并非

“
萸加

”
之忠,而是

“
稍

”
的意思。 “

少益
”

在此

赳同义 复词,也作
“
稍益

”, “
益

”
即

“
稍

”
岜。如 《史

记 ·李将军列传》: “
汉矢且尽 ,广乃令持满 毋发 ,而广身

自⒓t大黄射其禅将,杀数人,胡虏益解。
”

《汉 书 ·苏武

传》: “
武益愈,单于使使哓武。会论庋常,欲因 此Ⅱ寸降

武。
”
囚 此杨 树达《词诠》屮 说

“
益,副词。稍也,洵i

也。
”

是训诂家从大盘语言材料中总结出来的 可靠结论。

可见‘
“
少益古食

”
的

“
益

”
应作

“
梢

”
解。从上下 文舌 ,

上句
“
殊不欲食

”
是

“
很不想 吃东西

”,下句的
“
少盖宙

食
”

当足
“

lⅠ

"∶

菩欢 u乙点东西
”

了口

。Ι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