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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与生命教育的不解之缘 ①

孙发有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目前，越来越多的教育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教育对“生命”的漠视，具体到语文教育中，表现为语文
教学人文性、实践性、情感性的缺失。语文学科与生命教育有着不解之缘。这不仅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社会现

实的强烈呼唤，更是语文学科性质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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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传统语文教育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倡导学习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

究学习的新学习方式，在教学上更加注重学生的因素，使课堂教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同时，新课程

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协调发展，相较以前，不仅重视学生知识与能力

的培养，也突出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这种改变有些还只停留在形式上，而

非内在的、精神上的深刻变革。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传统的痼疾，要完成实质上的改变决非一朝一夕之

功。而语文正是受此教育传统影响和毒害的学科之一，因此，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危害进

行重新梳理，很有必要。

１．１　语文教学人文性的缺失
事实上，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并不缺乏人文精神，直至２０世纪初独立设科以来，它才逐渐疏离人文主

义轨道，而走上科学主义的道路。恢复高考后，迅速高涨的考试主义、学历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应

试教育模式，更是为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科学至上论观念造成了语

文学科地位的贬损和学科性质的扭曲，它使语文丧失了最为根本的趣味性、想象性、创造性等人文性特

征，沦为枯燥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机械的应试训练［１］。为了追求教学效率的最大化，教师的灌输

代替了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的讲解代替了学生的参与、理解，学生成了等待“输入”的容器，从而“导致

语文课只见文字不见人文，只见筋骨不见血肉”［２］。这样的语文课必然枯燥乏味，必然成为学生兴趣之

外的东西，也自然成了学生学习的负担。

雅斯贝尔斯曾说：“什么地方计划和知识独行武断，对精神价值大加挞伐，那么这些计划和知识就

必然会变成自身目的，教育就将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也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

状况中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３］３５－３６把活生生的人异化成无生命的“机器人”，这无疑是令

人忧虑和痛心的，正如夸美纽斯所说：“因为我们是在形成人，不是形成鹦鹉。”［４］１３９因此，语文老师必须

认识到在教学中应实现“语言与精神的同构同生”［２］，而非一味的独白，并让学生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１．２　语文教学实践性的缺失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应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５］２。但目前的语文教学却严重忽视了这

一特点，唯教材、唯教参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课堂上严格按照课前备好的教案实施教学，对教学的时间、

空间甚至学生的思维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课堂、完成任务的目的。由于教师控制着课堂，对先教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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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后教什么都事先进行了设定，在教材、教参、教案的圈子里活动，因而把课堂与生活隔绝开来。学生

的思考不受重视，很多可以信手拈来的言语材料弃之不用，甚至课堂上生成的活生生的教学资源也被当

作“事故”而扼杀。“那些飞进教室的蝴蝶、突如其来的大雨、窗外美丽的彩虹，都因为是课堂之外的新

鲜，而被牢牢关在了课堂的围墙之外。”［６］１６０－１６１从而，学生的视野受到局限，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能进入课

堂为语文实践所用，以致语文教学成了无源之水，语文学习与语文实践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正如

一位语文教师所感叹：“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的语文能给学生什么呢？……难道我们生命里最具想象

与浪漫的二十多年的岁月就只能在这些遗留的文字旧页中去触摸一些腐烂的气息，而在其余的年月再

回到一个与书本完全不同的真实世界而跌落曾经拥有的梦想？”［７］８７

１．３　语文教学情感性的缺失
“以教为中心”的语文课堂，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冯建军称这样的老师为“孤独的课堂独裁者”［６］１６２。

而学生则处于机械的、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参与受到剥削，思考受到禁锢，情感受到压抑，个性受到排

斥。新课程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课程目标，把长期以来受到

忽视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提到了突出地位，使得我们的语文课堂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从目前来看，这

些改变还很不全面、很不彻底，甚至是流于形式的。在升学压力的驱使下，学生学习的仍然是僵死的知

识，仍然是考试的答案，仅仅几节体现三维目标的“公开课”也是演给别人看的。一次语文公开课后，笔

者曾问执教老师平时上课是否和公开课一样，她无奈地答道：“公开课是公开课，平时该怎么上还怎么

上。”由此可知，为什么许多学生在语文课上逐渐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地反思。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他们对每一篇文章的理解和感悟

也各不相同，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差异，代之以老师的理解和标准答案，必然会把语文教育带向

一个僵死的胡同，必然会造就一批批麻木死板、缺乏个性创造的“雷同体”。

２　语文生命教育的现实需求
张楚廷说：“真正的教育者是经常的检讨者。”［８］１７１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和检讨：“教育是否让欢快

的儿童寡言了？教育是否让活泼的青少年抑郁了？教育是否用冰冷的水浇灭了青少年的憧憬和期盼？

教育是否真的以为唯有靠灌输行事的？”［８］１７２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

没有生命的教育是肤浅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为此，我们要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落实生命教育，尤其

是在语文课程的教学中。

２．１　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
教育是什么？教育发展什么？曾经的教育一会是上层建筑，一会是经济基础，“教育失魂落魄的现

象如此普遍。”［８］１４０一位教育工作者曾指出：“现在提倡很多的是教育要为经济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

些都应该，但还应提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当然这几个服务是有联系的，但只提前者显然是不全面

的。”［９］２７３曾经的教育，我们强加在它身上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它不能独立的成为自己。蒙田说：“世

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１０］３康德说：“人生来具有许多未发展的胚芽。”［８］１１２因而，教育必须

而且别无选择的应当是人的教育，是发展人的教育。“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政治，他们的根本亦在人及

其发展。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政治、科学、艺术、教育等等之根本皆在人。”［８］９９

２．２　社会现实的强烈呼唤
无论是主张“性善说”“性恶说”，还是“白板说”，都不会否认后天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在

这里人们似乎得到了共识，所以把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文盲率的下降和国家不断

增长的教育经费投入就是证明。然而，另一方面，家庭、学校和社会却在做着另一种事情来抵消教育投

入所带来的微弱成效。孩子们一边被教导着诚信友爱，一边却在观看着杀戮和欺骗。花季的生命选择

离去，活泼的幼儿受到戕害，无辜的动物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追赶屠杀……这一幕幕每天在我们身边徘

徊，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上演，试问，我们的社会究竟在为孩子提供着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

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我们的孩子面对着时刻上演的被认为是“正常”的“残忍”，对孩

子所有的教导恐怕也不如这一次次的“耳濡目染”来得更深刻彻底。当“残忍”司空见惯，当“友爱”又

重回字典里，那么，我们标榜的教育究竟要教育孩子什么呢？现实总是发人深省，催人迷途知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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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变，教育更不能回避“生命”，否则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付出惨重的代价。

２．３　语文学科性质的内在要求
落实生命教育，应当是所有学科共同的任务，但是各个学科的特点不同，实施生命教育的方式和效

果也各不相同。语文学科特殊的学科属性赋予了其在生命教育实施过程中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便捷。

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具有对中国人而言所独具的特殊含义和深远影响。它除了让学生掌握语言这个

工具外，还承担着哲学启蒙、科学思维训练、民族文化传承、生化方式习得、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任

务。实际上，学生通过语文课程潜移默化地学习到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有时远比

政治课、历史课、艺术课中学到的这类知识还要自然深刻、细致入微、经久不忘［７］６９。

语文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时空中教师与学生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过程，尊重人及人的生命价值，是

语文课程的精神价值［７］１４。学习语文，不是机械地掌握知识，即不是进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简单学

习，而是与文章进行对话和交流。一个汉字，隐含着一个世界；一首诗，隐含着一段生命的经历［７］８８。它

的目的不在于教导，不在于训诫，而在于和学生进行生命的对话，以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知，引

导学生探索生命自由的奥秘，不断扩展丰富自身的生命视界和精神家园。王丽在《我的教育梦》一文中

写道：“在我看来，语文课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教给孩子某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篇篇凝

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代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情趣

和情操，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沉淀为他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价

值观和人生观。”［１１］２正如日本禅师山本玄绛所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

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在这种以生命对话为理念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参与学习活动时，才可能是

“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局部的参与”［１２］８４。

３　结语
教育功利化已经侵袭了整个教育领域，教育形式化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学生

生命意识淡薄、情感匮乏、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后遗症。语文学科与生命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必须发

挥自己作为母语教育特殊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语文生命教育的开展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支撑，以认清

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语文教学的现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实践进行归纳升华，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原则，

并进而能够指导实践。在具体实践中，教师能否真正转变教育观和教学观是影响生命教育有效开展与

否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现阶段语文老师需要深刻认识和加以改善的。可见，语文生命教育的研究和

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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