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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思百年汉语文教育现代化历程，就会发现其“移植型”的特征和本土化的缺席问题。汉语文教育本土化

的研究，要进行哲学基础的本土化澄清，课程内容的本土化整理，实践方式的本土化构建。对外来理论要做本土化的具

体情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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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土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内涵之一，它与教育国际化相应和，是在体认、保持和守护本民族

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和吸收外来教育理论的一种现代化策略。教育本土化首先是教育民族

化［１］。语文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更具有鲜明强烈的民族特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要本土化的理

论，而一般教育本土化理论无法涵盖、解释语文教育本土化的特殊性，语文教育的本土化需要进行专门

的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是新学制的产物不同，汉语文教育是从中国传统教育中生长出来的，有着深厚

的民族文化积淀，汉语言和汉民族思维的独特内涵为汉语文教育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提供了深刻的理论

基因和充足的理论源泉。从汉语文教育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寻找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生长点，探讨汉语

文教育本土化的内涵和路径，从整体上构建基于汉语言特性和汉民族思维的汉语文教育理论体系，促进

语文课程改革理论从“移植”向“内生”转型，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研究的价值和目标之所在。

１　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提出
汉语文，在本文中特指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以之区别于全世界都可通用的“语文”名称。“‘汉语

文’是我们的母语课程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标签，是汉民族的母语独立及区别于他国母语的主要标

志。”［２］使用“汉语文”这个概念，更能彰显我国语文课程的文化标志。在某种程度上，用“汉语文”代替

通用的“语文”，本身就蕴含着“本土化”的意味。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提出基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理论

话语。语文教育现代化，理论上内含着国际化和本土化。汉语文独立成为教育学科至今百年，一开始就

随着社会的进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梳理这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反思汉语文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就会

发现其“移植型”的现代化特征和本土化的缺席问题。

１．１　汉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教育现代化理论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一般理论前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研究来源于国家现代

化在教育领域的主题驱动，在研究立场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国家主义价值倾向，其研究主旨往往是基于

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规划，为“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提供建设性发展方案［３］。其研究趋势为：第一，因

其国家主义立场而隐含着强烈的正面价值判断，很少反思和批判。第二，有偏重西方化或国际化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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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注重 “外援”引进，相对忽略 “本土”总结，即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二者中偏重国际化。这从上个世纪

对教育本土化的研究文献寥若晨星可以见出。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是在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整体话语

中展开的。大体的思路是利用“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来论述某个语文教育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主张。

其研究来源于“教育现代化”的主题驱动，而不是来源于语文教育的问题驱动。换句话说，中国的“语文

教育现代化”研究，唯一形成的共识，大概就是“语文教育现代化”这一符号，以及这些符号背后的一些

基本逻辑演绎。

１．２　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研究现状
语文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鉴国外一些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

“化”的对象是国外的某一教学理论和方法，如多元智能理论、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究学习、有效教

学、对话理论、建构主义、闲暇教育、戏剧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这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前提下基于“引

进”“拿来”的本土化研究。这些研究着眼的是把域外的某一理论和方法移植过来如何运用的问题，很

少研究这些来自外域的理论和方法及本土的成长土壤和适应环境，也很少考虑它们是否适应中国本土。

也就是说，很少做具体情境和借鉴条件的研究，其研究的前提不是基于本土的语文教学问题，而是基于

对外国理论“先进”的预设和无条件的借鉴。这就是线性思维、二元对立方法论导致“简单移植”在语文

教育本土化研究中的表现。第二种是基于本国民族文化特点的本土化研究，研究适合本土文化特点的

语文教育改革的思想、策略和路径，使语文教育与自己国家的文化达成最大的切合性。这是中国化、民

族化前提下的本土化研究，是一种“内生”性研究。但这种研究成果很少。

１．３　汉语文教育本土化提出的背景
总的来说，汉语文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呈现出以下特征：在百年汉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

中，由于受国家现代化研究的“赶超”“接轨”“对话”的强势话语影响，语文教育研究呈现为“向外”（国

际化）的单一倾向，“向内”的本土化研究极为薄弱。而在“国际化”的研究中，又因为线性思维、二元对

立的观念导致“简单移植”，缺乏具体借鉴情境的分析。对这种研究现状的反思和探究新的研究方向和

模式是目前语文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２　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理论构想
汉语文教育本土化是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必然内含的一个话题，语文教育现代化包含国际化与本

土化。然而，在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主要走的是国际化道路，也就是引进借鉴国外的教

学理论，相对忽略本土化的研究。考察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历程，反思汉语文教育本土化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内涵和路径，是本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关于教育本

土化的研究，理论众多。但具体到语文学科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极少。有限的几篇文章都停留在借

鉴外国的某一种教学理论如何在中国实施的具体措施上。语文教育本土化的本质和整体研究几乎没

有。在基础教育的科目中，其他学科大都是借鉴国外的教育体制设置的，只有语文学科是从我国传统教

育中生长出来的，是原生的，无论是它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其民族性最鲜明最强烈。从

这种角度看，语文教育的本土化是最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同时，语文教育的本土化因为其鲜明强烈

的民族性也必然拥有其具体独特性，这是一般的教育本土化理论无法涵盖、解释和言说的。因此从语文

教育本土化独特性的角度来界定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内涵进而建立其认识（研究）框架，是本研究首要

的目标和任务。本题的研究内容依据“本土化”的一般理论，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本土”研究，即

汉语文教育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传统研究，这是“本土化”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化”的研究，即如何合

理地借鉴、吸收外来理论使之适合汉语文的本土教育。其核心内容是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路

径。具体来说，涉及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哲学基础、课程内容、实践方式与路径等具体的理论问题。

２．１　汉语文教育哲学基础的本土化澄清
这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本体理论依据研究。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语文教育的根生长在母语基

９２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础上。汉语文教育是基于汉语言的教育，语言和思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也可以说，汉语文教育是基于

汉民族思维的教育。研究汉语言、汉民族思维的特性，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中寻找汉语文教育的哲学基

础，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路径最根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语文教育的哲学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

而语言哲学的中西之别非常明显，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与西方语言哲学具有迥异的旨趣和路径。如中

国传统的语言哲学对语言文字作为思想工具的普遍性、准确性、确凿性采用反思和怀疑的态度，而把关

注点放在“言外之意”上［４］３。而西方语言哲学则充分信任语言的工具功能，并致力于语言对客观世界

的指称功能和逻辑推理功能的研究。中国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缺乏形式逻辑的分析工具帮助，走的

是直觉体悟的感性路子，具有经验性、内省性、离散型的特点。而理性的缺陷却使语言的文学运用呈现

出追求“言外之旨”的含蓄蕴藉的诗性特征，也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走上了“整体直觉，取象比类”的阐释

道路［４］１２６。中国的语言哲学走的是“艺术化”的道路，西方的语言哲学运用形式逻辑对语言进行研究，

走的是“科学化”的道路。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这些迥异于西方的特征给中国的语文教育带来了深刻的

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如在语文教育功能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情感唤醒与伦理规范力量，关注

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与伦理传承价值，在语文教育方法上，反对理性分析，提倡反刍的、模仿的、感悟的、

实践的学习方法。在教学实践中以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为基本取向，教学重视启发诱导，学习重视感

悟、体验、模仿。以上这些由中国传统语言哲学带来的语文教育传统应该成为汉语文教育本土化哲学基

础的主要因素。

２．２　汉语文教育课程内容的本土化整理
这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内源性”资源研究。语文教育因其母语教育的性质，课程目标除了语文

能力目标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文化目标。实际上，语文能力无处不体现为一种思想、感情、审美的文化

力即人文素质。单纯的语言能力是不存在的。因此，基于这样的目标性质，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除了一

些必要的语言知识内容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情感的、审美的文化内容。汉语文教育课程内容选

择的本土化策略就是基于其民族文化人格教育的主要目标，整理汉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思想资源，形成一

系列人文教育主题，作为整体性的课程内容。现代的语文课程内容在思想文化资源上呈现为一种五花

八门离散破碎的状态。学生在接受语文教育时，大脑成了一个个互不关联的思想的跑马场。学生对文

化的接受应接不暇而又走马观花，留不下多少完整的文化印象，形不成一种整体的文化教育。因此，对

语文课程思想文化内容本土化的整体建构，特别重要。人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

读》分儒道互补、春秋笔法、修齐治平、佛理禅趣、家国天下、天理人欲、科学之光、经世致用、人文心声等

９个传统文化教育专题。《先秦诸子选读》分为《论语》选读、《孟子》选读、《荀子》选读、《庄子》选读、
《墨子》选读、《韩非子》选读等７个专题，基本呈现了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流派。这些教材体现了汉语文
教育课程整合的本土化策略。此外，还要关注地域性的本土文化知识，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语文课

程。语文教育担负着传承本土知识的重任，传承本土知识传统是语文教育本土化的重要内容。

２．３　吸收外来语文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策略
简单移植，缺少分析尤其是缺少对文化背景的分析，是教育学本土化在方法论上存在的最根本的

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语文教育的本土化中也很突出。立足汉语文教育的本土文化特性来分析外来教

育理论，看适合不适合汉语文教育的实际，这是汉语文教育吸收外来理论的本土化策略。比如“科学

化”和“学科化”的教育研究方式就不一定适合语文教育研究。中国语文教育研究在本土化上最大的问

题是科学化和学科化。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理论中使用的一些外来术语如语言学术语引进来合适不合

适？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是否能与古代的文道关系相对应？再如“建构主义”这一外来理论与语文教

学的“讲学”传统是否冲突？语文文本的阐释靠的是学术积累，文本中包含的道理是非得靠老师“讲”

的，不是靠没有多少知识和生活积累的学生自己想就能“建构”的。总的来说，对外来理论要做本土化

的具体情境研究。这个研究包括三个点：第一是基于本土问题，即为了解决汉语文教育的问题而借鉴。

第二是研究本土性，即外来理论对本土的合适性。也就是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及外来理论与本土问题

二者的关系。第三是研究“结合点”。即外来理论在汉语文教育中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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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汉语文教育实践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汉语文教育实践体系的本土化构建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内生性”机制研究。具有“偏重心理，

略于形式”的民族特性的汉语文，在教育教学方法体系上也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有许多值得开掘的

本土化的构建工作。

３．１　以“字本位”为基础的识字教学方法体系
“字本位”理论是我国基于汉语特点的本土化语言学理论。汉语具有与印欧语不同的编码机制。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最小书写单位，形音义三位一体，具有理据编码的自足性。而印欧语的最小书写单位

是字母，最小听觉单位是音节，最小结构单位是词或语素，形音义不统一，没有理据上的联系。汉语的理

据性集中表现在“字”这个层次上，人们可以在“字”中寻求汉语的结构规则。因此，汉字是汉语研究的

出发点。我国古代语文的“小学”传统就是对汉字形、音、义的研究，形成了庞大的注疏体系。现代徐通

锵先生则依据汉字对于汉语的重要性这一特点，提出了“字本位”汉语研究理论，把字作为重点研究对

象，通过“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方法，分析总结了汉语结构原理，指出汉语结构基础或常数是字，其基

本精神是“１个字·１个音节·１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５］。字本位”理论把汉字当作是书面汉语的

基本单位，紧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从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字”着眼来理解字的意义与读音，这是符合

汉字教学规律的，对于中小学的汉字教学极具启发意义。“字本位”理论强调以“字”为教学的起点，利

用汉字音、形、义相结合的特点，先讲清字的音、形、义，然后强调字的作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突出字的

书写、字的理据和字的扩展，从而理解字义。在此基础上，利用汉字“语义显性”的特点，采用“比类取

象”的方式组织成字组。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意味着可以生出成倍的新词语。“字本位”理

论所提倡的汉字教学是由浅入深、由简而繁。先教简单的、构辞能力强的独体字或别的成字部件，然后

再教由它们组成的生字。这样有利于学生提高识字兴趣，掌握识字规律。同时，“字本位”理论主张汉

语句法的生成机制以核心字为基础，通过向心、离心两种结构形式逐层扩展，形成各级字组，同时吸收传

统汉语教学法中认字、组辞、扩辞、对对子等手段，由字至辞，由辞至句，由句而篇，把汉字教学与字组教

学、句子教学、语法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

３．２　“熟读、精思、博览”的阅读教学方法体系
“熟读、精思”追求“读”的深度，包括记忆之深和理解之深；“博览”追求“读”的广度。熟读，主要的

作用在于积累语言材料，形成语感，同时，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意志力。如果“熟读”是诉诸记忆

力，在于积累，那么“精思”就是诉诸思考力，在于理解，在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熟读、精思”讲究读

书的质，在于读书的“点”，博览则讲究读书的量，在于读书的“面”，质量齐进，点面结合，把读书的要害

和功能全囊括了。

３．３　“词”“意”并重、先“放”后“收”、多作多改的作文教学方法体系
“词”“意”并重，是作文教学的原则，先“放”后“收”是作文教学的策略，多作多改是作文教学的方

法。“词”“意”并重，说的是“辞章”与“义理”并重，好的“义理”必须用恰当的“辞章”表达出来。也就

是“语言”和“思想”的完美结合。先“放”后“收”是遵循学生写作心理的写作教学策略。注重从学生写

作心理入手，即先鼓励学生大胆写，批改上采用松的做法，解决学生“敢写”的问题。等学生有了一定的

基础之后，再要求精炼严谨，使学生“会写”。多“作”多“改”是从作文能力形成原理的角度总结的作文

教学的实践原则。多“作”多“改”是作文能力形成的不二法门，“多作”就是多写多练，在训练的量上提

出要求，量变才能达成质变，写作技能的形成，贵在一个“熟”字，“熟”才能生“巧”。但写作训练不能只

是简单重复，要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的写作行为，总结写作经验，才能不断提高。“多改”就是从写作训

练的有效性的角度提出的写作教学方法。

３．４　以文字教学为基础、以文化教育为旨归的书面语文教学体系
我国古代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差距很大，具有“言文不一致”的特征，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就

说过：华人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说的，一种是汉字书写的，这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特点致使我国古代的

语文教学主要是书面语言的教学。着重书面语言教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文字教学为基础，二是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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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旨归。书面语言的教学首要的是识字与写字教学。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字教学传统。以“三百

千”识字教材为标志，积累了丰富的识字教学经验。书面语言教育必然与思想文化教育紧密相关，书面

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学习书面语言必然与文化浸染结合在一起。书面语言能力内含文化功能，一个

人的书面语言能力自然带着文化素养。书面语言能力不仅仅是衡量一个人语言能力的主要标志，还是

一个人思想文化水准的标尺。古代语文教育是将书面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

以说，书面语言教育的目的是文化教育，但这种文化教育反过来又更好的促进了书面语言教育。原因是

书面语言的本身应该就是“文化”。我们不说“读经讲经”，只看古代的识字教育的目的就不单纯是识

字，而具有明显的文化教育功能。如“三百千”这些识字教材包含着丰富系统的文化知识，被誉为袖珍

的“百科全书”。对我国古代的这种以文字教学为基础、以文化教育为旨归的书面语文教学体系，进行

系统总结，是汉语文教育本土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３．５　虔诚文字、热爱母语、潜心涵泳、讲求内化的语文学习精神体系
古代语文教育特别注重学习精神的培育，着眼点不单纯在技巧技术的匠气层面，具体表现为把学习

态度放在首位，外在学习行为与内在精神涵育统一，讲求内化。古代语文教育首先培养对待文字的虔诚

态度和对待母语的热爱情感。我们古人，在面对经典进行语文学习时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态度，

如生活中敬惜字纸，读书写字时，焚香净手，正襟危坐等。朱熹的“涵泳说”集中体现了古人由外而内、

内外统一的学习精神：“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敛身正坐，缓视微

吟”，是读书的外在行为，但表现为一种严肃、虔诚的态度。“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是读书的内在规约，

是读书“内化”的途径。涵泳有利于记忆积累，有利于理解内化。这些宝贵的读书经验是现代语文教育

本土化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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