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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知识的特性及其教学策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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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语文课程的语言知识内容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汉语和文学分科、加强语文“双基”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它对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审理百年语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状况可以发现，语言知识在语文

课程中的地位动荡不定，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通过掌握语言知识的层次性、基础性、实践性特征，基于现象—概念—规则

的语言发展思路、立足于培养人文内涵、语言知识教学应着重于体验、领悟、实践等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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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
体，具有调节功能和非体系特征的，处在不断地从无序向

有序运动过程之间的，一种复杂开放的多层次多等级的

动态平衡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一种特殊的社会现

象”［１］。语言知识即“从语言中抽取出来的对语言这一事

物的规律性认识”［２］，人们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和研究语言

知识问题，如有的学者从语言科学研究角度探明语言的

深层运作机理，有的学者从教师在教学中应掌握的语言

知识角度来对语言知识进行研究，本文所提及的语言知

识是从教学和学生语言能力提高的角度而言的。课程标

准中要求的阅读、鉴赏、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都是建立在

对语言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掌握相应的语言知

识，语言能力的培养将会是纸上谈兵，语文素养的提升也

将会止步不前。

１　语言知识的特性
语言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为

了更好地掌握我们所需的语言知识，要求我们必须对语

文教学中语言知识有整体的认识，了解语言知识的特性，

才能切实可行高效地运用语言知识教学方法。

１．１　层次性
美国心理学家加涅最早提出知识体系结构一说，他

认为知识体系的结构犹如“金字塔”，最底层是大量的现

象、事实，中间层是概念知识，顶层则是数量相对较少的

规则知识，亦或原理知识。用加涅的这一知识体系结构

理论观照语文教学中的语言知识，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语

言知识体系结构具有层次性特征，它们依次是语言现象

知识、语言概念知识和语言规则知识。

语言教学中语言知识的现象知识主要是指具体的语

言即言语。实践证明，语言知识教学过程中，并不是直接

学习语言原理或规则知识，而是从学习具体的言语（现象

知识）入手，由个别的、大量的、分散的言语的学习再至普

遍的、简明的、系统的语言规则的掌握，因此现象知识是

学生掌握语言理论的基础。对大量的现象知识的熟悉、

积累，久之，就会出于本能或认知形成无意识的语感———

语音感、语义感、语法感、修辞感等。但这种通过接触言

语现象而形成的语感缺乏严谨性、可靠性，这就要求我们

进一步学习语言知识中的概念知识。

概念在很多学科领域被认为是学科的基础，或知识

体系的细胞，语言知识中的概念知识是对现象知识进行

分类，将它们的共同本质特征抽象出来，加以概括的知

识。相比语言现象知识与规则知识，语言概念知识的重

要性不足一提，甚至有学者用“鸡肋”一词形容它在语言

知识中的地位。但是语言概念知识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一

面，首先，它在语言现象知识与语言规则知识中起承上启

下的作用，语言规则知识的掌握依赖于对概念的理解，如

常用的概念有：形声字、近义词、反义词、比喻等。其次，

在语言知识教学中学生对概念知识的掌握是体现学生知

识修养的重要表现。因此在语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要

求我们对概念知识的学习可停留在大致了解的层面上，

可不深究，而对语言知识中规则知识的掌握才是我们的

落脚点，且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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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教育学者还是语言教育家都非常重视知识体

系结构中居于“金字塔”顶层的规则知识。美国著名教育

学家布鲁纳认为：“懂得基本原理使学科知识更容易理

解”，提倡在教材中和教学上给予规则知识以“中心地

位”［３］。规则知识贯穿于语言知识各个领域，如语音中的

语气词“啊”的音变规律、“一七八不”变调规律；词汇中的

近义词、褒义词、贬义词的表达效果、用词的规范化要求；

语法中的具体实词和虚词用法上的要求、多项定语的排

序等。如果说上文所提及的接触大量现象知识而形成的

无意识的本能的语感缺乏可靠性，那么在掌握规则知识

基础上进行练习而形成的语感则是可靠、持久的，这种语

感知识通过有效的训练能转化为真正的语言知识。

１．２　基础性
语言知识是语言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语

言现象知识为语言能力形成提供大量的素材，熟悉、记诵

大量的言语现象，有利于积累日常所需的字词，从而提高

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同时语言现象知识为学生掌握概

念、规则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任何理论知识都是来

源于对素材的分析、概括。其次，语言概念知识是语言能

力形成的规范，虽然概念在语言教学中没有受到特别重

视，但是它对语言能力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

语言现象知识提供的只是大量的、繁杂的素材，并未对其

分析、归类，而语言概念知识是从聚合的角度为学生提供

一种规范，如形声字，在语言教学中先让学生接触一定数

量的基本字和偏旁部首，接着让学生对直观的字词进行

分析与比较，抽象概括出这类汉字的构成规律，从而得出

基本字表音、偏旁部首表义的形声字概念，对这一概念的

掌握有利于对此类知识的灵活运用、顺利迁移。最后，语

言规则知识是语言能力形成的基石。规则知识是属于

“如何做才正确的知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具有指导作

用，迁移理论也认为它是进行训练迁移的最重要的手段。

虽然它不能直接转化为语言能力，但是通过训练就能顺

利形成相应的语言能力，有学者通过公式来说明语言规

则知识与语言能力的关系：规则＋训练＝能力。
语言知识是情感态度形成的依托。情感态度的形成

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掌握以及活动展开这二者基础上的，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对语言知识的掌握是前提和基础。语

文教学中语言文字及其组合运用，蕴含着人类丰富的情

感、思想和人文内涵，于是有学者认为“语文知识不是客

观知识，而是蕴含人情感和思想的人文知识”，此外，语言

知识中表达形式如音节、格调、韵律、结构等也是一种重

要的人文特征，“更确切地说，语言的形式反映了一种极

为独特的追求，一个民族正是通过这种追求，才能够在语

言中实现其思维和感知活动”［４］。

１．３　实践性
按照语言知识的功能来对其进行分类，可划分为陈

述性语言知识和程序性语言知识。陈述性语言知识即

“是什么”亦或“用来使用”的语言知识，是指学生在阅读、

写作、口语交际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诸如语汇、句式、修辞

等这类知识，它在语言知识的掌握中起辅助的作用，如一

般人认为是静态语言知识的语音知识，在他们看来能认

识、读写便可，但王荣生等学者却认为“字音（包括声、韵、

调）往往与抒情表意有一定的关系”［５］，从而引导学生从

音韵角度来鉴赏诗文。在语言知识教学中，学生需要重

点把握的应是程序性语言知识，程序性语言知识即“怎么

做”的语言知识，它以产生式来表征，是一种动态的语言

知识，这类知识主要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操作，指导学

生将需要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来，凡是在阅读、写作、口

语交际中指导怎么做的这一部分知识以及与人们实际运

用语言的活动相关联的知识都属于这一范畴。如修辞学

从运用语言的方式角度告诉我们语言是否有效；文法从

语言习惯角度告诉我们语言是否合适；论理学从思想遵

循的角度出发告诉我们语言是否合理。因此，我们不仅

要重视对听说读写能力起辅助作用的静态的陈述性语言

知识，更要重视对语言能力的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动态

的程序性语言知识。

２　中学语言知识教学策略
在语文教学中，对语言知识特性的掌握能更好的引

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制定适切的、有效的语言知识教学

方法，探讨基于现象 －概念 －规则、立足于培养人文内
涵、形成以培养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语言知识教学策略。

２．１　引导体验丰富语言知识
经过提炼而形成的科学的、有序的学科系统知识只

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语言知识中更多的是无法言传的

现象、事实知识，这类知识通常与人们记忆中的词句及其

具体情境相关联。因此在语言教学中，体验是学习这部

分知识最好的方法，即通过直觉的方式直接把语料事实

积淀在主体内部。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经验从已有

语言图式出发，不断积累这类感性的现象语言知识。如

于漪老师在引导学生鉴赏《春》最后三段，“春天像刚落地

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

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

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首先引导学生对文章

的修辞手法的把握，春天像娃娃、像小姑娘、像健壮的青

年这一拟人手法的运用，接着延伸至让学生推导出描写

春天景色的词语：春意盎然、千姿百态、青春活力。将描

写春天的修辞与词语运用紧密结合，有利于让学生形成

一套对季节的描述方法，由此建立和储存更多的关于“拟

人”的言语材料和情景图式。

２．２　通过领悟提炼语言知识
语言教学中既要重视学生已有的言语实践，也要运

用理性的语言概念、规则知识来概括提炼实践经验，并促

成新经验的形成，需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领悟看似杂乱

无章的语言知识现象所包含的共同规律，在语文课程中

提炼出最基本、最需要的语言知识。比如在学生积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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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言语材料并掌握一定感性语言知识基础上，可以结

合上下文或具体情景引入概念，再用方法性规则知识进

行指导，促使学生反省并调整原有的知识图式，形成更高

层的语言能力。反过来，在具体的语文活动中，又能够以

这些规则为标准来鉴赏课文，或评价修改自己的听说读

写作业。如与“幽”字组合的词有：“幽静”、“幽寂”等词，

粗看似乎差不多，但要仔细辨别才能知晓彼此的差别，

“幽静”和“幽寂”有何不同，各自该用在何处都需运用一

定的语言规则知识来进行甄别、领悟、比较、提炼，因为这

些存在细微差别的词语是学习和生活中的常用词，且对

表达是否准确、交流是否顺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３　反复实践运用语言知识
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能力是建立在教学得法的基础

上的，因为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能力存在中介环节，是与

社会环境、言语主体的心理因素等成分紧密联系的，因

此，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能力的前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

反复运用语言知识以至形成语言习惯。如果语言知识不

能成为一种习惯，学习的时候似乎会了，但不能按照学到

的知识去运用，并形成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潜意识行为，那

么知识转化为能力只能是一纸空文，当知识转化成了习

惯，就算知识模糊了，但这些知识已经融化于语言运用

中，学生将受用无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语言教学中

须加强练习，包括单项练习及安排在各个教学环节中的

结合听说读写实践的练习。学生经过屡次实践，读写的

行为能从意识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变为潜意识的习惯性

行为。

２．４　深刻反思内化语言知识
这里的反思是指从语言知识与民族情节、审美教育、

思维训练以及语言修养的结合来对语言知识教学进行反

思，是从学生的文化内涵层面着手以寻求更好的发展道

路的反思。首先，语言体现着不同民族的认识世界的方

法，也体现民族的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人类进行交流的工

具，还是民族个性的标志、精神文化的象征。语言教学要

进行实在的思想和灵魂的教育，要将文化情节渗透到学

生的思想中去，维护和提升汉民族语言的地位和重要性。

另外，实现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是立足于言语知识的运用

这一中心，通过反思性实践指向所有语文活动，致力于学

生人格完善，有意识加强学习语言知识过程中的思想情

感熏陶。“只有导向教育的自我强迫，才会对教育产生效

用，而其他所有外在强迫都不具有教育作用，相反，对学

生的精神害处极大，最终会将学生引向对有用性世俗的

追求。”［６］这种教育上的“自我强迫”就是一种反思实践，

在反思中学生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语文教学中，“通过

本文学习，要理解……高尚的品质，要品味伟大的……精

神，要树立……远大的理想”等指令性话语不少见，这些

宏大的正确的空话并不能深入人心。只有通过自我反思

实践活动，将“我”投身到具体情境内容中去体验、感悟，

经过探讨，才能有效地建构教学内容的个人意义［７］。语

言知识的内容同样需要深刻的反思实践才能够内化为学

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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