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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重视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认

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加强优秀诗文积累标志着语文课程价值

取向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强调语文知识的确定性到重视语文学习过程的多样性，从机械记

忆的被动学习到言语情境中的主动建构，从重视评价语文学习结果到强化语文学习过程，

从而引领并推进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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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注重优秀

诗文积累，对各学段学生应背诵数量提出了

明确要求，并推荐了具体的古诗文背诵篇

目。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语文课程改

革在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方面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进展，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积累”日渐

成为中高考试卷中与“阅读”、“写作”并行的

三大部分考试内容。但是，由于对优秀诗文

积累特别是对古诗文背诵在语言材料、文章

样式以及思想情感方面的奠基作用的认识还

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语文课程目标的实现，

以及教学内容、方式、评价的改革。因此，加

强优秀诗文积累，提升语文素养，重视民族精

神培育，是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重大变革。

一、加强优秀诗文积累

是语文教育改革的战略选择

优秀诗文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中

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根基。语文教育是

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过程，也是传

承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因此，突出

语文课程的奠基作用，强化民族文化传承对

个体发展的价值，必然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

重要内容。在国际化日益加剧的现代社会，

在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之中，学生只有立足

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

础之上，才能够建立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保持

足够的独立性。同时在文化扩张、文化霸权

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借鉴和吸收其他优秀文

化，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

近年来，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都不同

程度地突出文化传承在课程标准中的特殊地

位。例如，英国国家课程标准（学段三）要求

学生须广泛阅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

虚构类、非虚构类作品，其中必读内容为莎士

比亚戏剧（至少两部）、19世纪之前的英国文

学作品。［1］日本国语课程也将关注点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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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的文化价值，从小学低学段开始学

生要学习简单的短歌与俳句，在小学高学段

要能够阅读古典文章，［2］体会遥远时代的民

族情感记忆。与世界各国相呼应，我国新世

纪语文课程改革突出强调优秀诗文积累和经

典名著阅读，期望培育学生体认中华文化的

丰厚博大，以此汲取中华民族文化智慧，增强

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3］

从词源学的角度理解，“积累”的含义是

为了将来发展的需要，逐渐聚集起有用的东

西，使之慢慢增长、完善。将其置于语文课程

的语境之中，其内涵与外延进一步凸显。第

一，从价值层面来看，积累指向语文学习的未

来，而不是完全为了当下；其价值不一定即时

显现，而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要从基础开

始，从长计议，着眼整体设计，以发挥奠基作

用。第二，从内容层面来看，积累指向对学生

未来发展最富有价值、最富有生成能力的语

言精华和精品，而不是那些即刻就可以完全

用尽甚至透支的东西。第三，从方法角度来

看，积累方式是渐行而缓慢的，而非一蹴而

就，既无望其速成，也无诱于势力，从而遵循

自身的规律、逻辑而不断发展。基于这样的

认识，我国从21世纪开始实施的语文课程标

准，要求一至九年级学生背诵优秀诗文 240

篇（段），即一至六年级背诵160篇（段）、七至

九年级背诵80篇（段），同时课外阅读总量为

400万字以上。

“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

积累，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

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用规律。”［4］从中不难

发现，从原来的字词句篇与音形义的单维度

线性记忆到现在的语言材料多维度感悟体

验，“积累”不止于语言符号的本体性价值，更

为注重从不同层面剖析语言材料的学习价

值；语文学习不再止于语法、修辞、逻辑、文体

知识和文学常识等静态的符号体系，而是与

学习者生命活动相融合的民族文化领悟过

程。因此，对于语文课程而言，“积累”是需要

建立于鲜活生动的语言材料与语言表达经验

之上，以实现语言规律与文化精髓的探寻，实

现个人语言修养与品位的提升。

语文教学内容浩如烟海，到底哪些内容

应进入语文“积累”范畴，令人颇费周折，也经

历了深刻的教训。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语文

教学将静态的知识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学生

耗时耗力，虽然可以把规律性文体知识背得

滚瓜烂熟，但不会读书、不会写文章。残酷的

教育现实，让语文教育经历了20世纪末的尴

尬，遭受了严厉的苛责和批评，人们逐渐意识

到优秀诗文应作为语文课程“积累”的核心内

容。21世纪语文课程标准为学生推荐各类经

典著作与优秀诗文背诵篇目，并要求各学段

完成相应的任务，以保证积累的“质”与

“量”。那么，从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优

秀诗文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感受与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仅

在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还可以从中不断汲

取智慧和灵感。

此外，正因为这些优秀诗文蕴含着作者

对社会、人生、自然等方面深刻的生命体验和

典型性认识，阅读这些作品，学生可以穿越时

空，扣问伟大的心灵，感受具有普适意义的典

型生命活动，从而获得人生智慧和创造的力

量。［5］同时，对作品的理解过程是动态的，随

着社会生活体验与阅历的丰富，学生的感悟

与体验亦日渐丰厚与深化。

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角度来看，优秀

诗文富有文化气息与历史厚重感，丰富多彩

的语言材料、多样化的表达样式，能够激发学

生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从而引发品味与鉴

赏、感悟与创造的动力和激情。这些语言实

践活动能够让学生不断充实、内化、累积语言

材料和文章精华，为日后语言能力的发展积

蓄丰富的资源。此外，这些富有文化气息与

历史厚重感的语言文字更是具备强大的生成

价值，促进学生对语言与文化的动态理解，并

与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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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强调语文知识的确定性到

重视学习过程的多样性

语文学习是学生主体的语言实践活动，

学生在背诵优秀诗文、阅读经典名著的过程

中，准确地诵读诗文、识记名著故事情节等确

定性知识形态固然重要，但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精华的载体，优秀诗文的情感传递过程是

更为丰富的实践体验，解读过程是充满创造

性的。同时，因个体生活经历、阅历的差异，

不同的学习者会有不尽相同的阅读体验与感

受。因此，学习优秀诗文与经典名著，应凸显

学习过程与成果的个性化与多样性。

学生要感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的魅

力，必须充分调动自身生活经验，从不同的视

角感受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作品的力量，进行

创造性的理解与实践。例如，小学四年级以

“明月”为主题的单元学习活动，学习内容突

出“博古通今”的特点，以唐代诗人王维的《鸟

鸣涧》和白居易的《暮江吟》两首古诗作为主

体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阅读学习现代散文

《走月亮》与科学小品文《飞向月球》；语言实

践活动类型呈现灵活多样的特点，在“语文天

地”中，搜集填写“明月”主题的成语，拓展阅

读老舍、张天翼、巴金等名家名作选段；在“口

语交际活动”中，讲述自己与月亮的故事，与

同伴交流分享；在“笔下生花”中，描述在传统

节日中秋佳节的生活体验。这些学习活动以

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渗透丰富多样的

学习理念与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对同一首诗、

同一个故事产生不同的联想与想象，引用不

同的语言材料对同一情境主题进行阐释，进

而打破学习内容与学习结果的唯一性，从而

为学生提供展现个性化学习过程的平台。因

此，优秀诗文与经典名著的积累，不是将语言

与文化局限于概念性的知识形态，而应将关

注点置于两者的内在互动关系中。

对于语文学习而言，积累可以理解为一

种感受中华民族特有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的

方式。实际上，这是对传统知识观的颠覆与

改进。传统知识观认为，人们应追寻知识的

权威性、客观性、确定性，并相信绝对真理的

存在，即对世界、人类、生活的客观理性的认

识。如将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

语文教学大纲（试用）》概括为48个能力训练

点、108 个知识点，认为完成这些确定性、规

律性知识的教学，即完成初中语文教学任务，

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近年来，人们逐渐

改变了对知识和知识自身增长方式的认识。

首先，对于学习者来说，知识仅仅是当下的认

识结论，它会随认识视角的转换而被证伪，因

此不再是唯一确定的真理，而是促成人们思

考问题、认识世界的基础。其次，知识的内容

与筛选的方式决定着知识的意义与价值。观

察、推理甚至直觉和想象的最重要功能，是帮

助我们批判考察那些大胆的猜想，我们凭借

这些猜想探索未知。［6］因此，我们并不是忽

视语文规律性知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是

选取最有生成意义的知识与内容，并采用最

为有效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三、从机械记忆的被动学习

到言语情境中的主动建构

对于语文学习而言，学生借助日常生活

与语言情境，逐渐学习如何用口头或书面语

言表达自身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作

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课程，对语文教学的出

发点和应遵循的原则一直存在争议，如强调

对语言材料与语言知识的机械记忆，突出学

习方式的唯一性与确定性，就曾经盛行了几

十年。最近这些年，人们更加注重学习方式

与理念的转变，认为学习不再是对确定客观

性事实的追求，而是主动建构与创造的过程，

是个体经验与学习内容以及外界环境相互影

响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理念，语文学习不再遵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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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反复的单一学习方法，而是注重语文实践

活动，将语言实践本身作为语文学习的起点，

强化语言的实践价值，关注学生个性化理解

的建构与创造过程。通过语言实践、社会活

动以及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语文学习。

因为语言不仅可以反映社会、反映人们的思

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过来维持甚至

改变社会和人们的思想。［7］以语言实践作为

语文学习的起点，必然强调“语境”的重要性，

即交际语境与文化语境的价值。很长一段时

间，人们曾经对语言结构元素字词句段、语

法、修辞、逻辑、文体和文学知识的客观性与

序列性深信不疑，认为这些内容是提升语文

能力与语文素养的有效渠道。如果强调知识

的客观性与唯一性，理所当然易于采用记忆

的方法来学习，但容易导致能力发展呈现单

一化的趋势。事实证明，恰恰是语言的感知

与实践，情感的积淀与表达，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彼此之间相互结合、作用才能有效提升语

文学习水平。为了能够提升学习者对优秀诗

文作品、经典名著的理解，与生活经验、社会

情境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学习语言文字的

目的在于运用与创造，这就自然会凸显与强

化经典作品的现实价值。古代的诗歌与散

文，以及早已远离当下生活情境的经典名著，

如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挥作用，需要从学

习者的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情境密切关联

的语文学习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言语情境

中，展现自身对诗文名著内容、情感与意蕴的

理解运用。如在中秋佳节之际，请学生选取

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只有在

古代诗文与现实生活之间建立桥梁，才能实

现“古为今用”、“古为我用”。

学习一首诗、一篇文章、一部作品的价

值不仅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会拓展

与延伸学习者的视野、思想以及情感世界。

这些经典作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

文化传统的文学化的展示，既是中华民族的

共同记忆，更是中华民族思想精髓的载体。

学习者反复诵读这些蕴含着悠久文化底蕴的

语言文字，感知往哲先贤面对社会现实所生

发的感叹与思索，从而衍生自身对语言本体

与思想内涵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优秀诗

文与经典名著的积累过程并不仅是简单的语

言材料的习得掌握过程，还是学习主体情感

丰富、思想碰撞深化的过程。

四、从重视评价语文学习结果

到强化语文学习过程

在多年的中高考语文试卷中，除了阅

读、写作还有基础知识部分，而该部分内容主

要包括字音、字形、近义词语辨析、熟语与成

语的使用、语法知识（句子结构、修辞和标

点）、诗文默写、文学常识等内容。通过横向

的分析与比较能够发现，该部分测试内容集

中于字、词、句形式与意义层面的识记与辨

析，而测试形式主要为客观题（选择题、填空

题），答案要求精准且唯一。如果从试题本身

来反观教育评价的宏观理念，对零散而琐碎

的概念性语言知识、文化常识的关注成为主

流与共识。

考试评价是对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与学

习成果互动过程的检验，强调测试内容的精

度是教育评价与测量的重要原则。但是，不

论何种评价方式都始终无法掩盖其内在的关

注焦点，即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的“学”是

以课程知识“点”的集合与“面”的拓展为基

础，而度量与量化的评价话语体系，禁锢了课

程知识之间天然的关联度与生成性。例如，

以选拔筛选为目标的终结性评价，对于标准

答案的精确追求使得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的理

解与应用自然走向狭隘、生硬死板。为了规

避上述问题与弊端，近年来教育评价领域兴

起并倡导“为学习而评价”（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理念［8］。与传统评价理念不同，

这样的评价不是对学生等级水平的简单判定

与分类，而是在结合课堂学习过程中探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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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目标与学习结果的对应性，提炼学习过程

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充分促进教师、学

生不同主体的互动，发挥学习共同体的作用，

促进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展开。以促进学生

学习为根本目的，将评估得到的信息作为改

进教学的依据。［9］因此，教育评价应凸显课

程内容的学习价值，通过学生丰富多样的学

习成果与思维过程，来诊断评估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为“学习”而评

价的终极目标。

优秀诗文积累的评价更需要“为学习而

评价”的理念。不同主题的诗歌，不同写作风

格的散文，不同文化背景的名著，为学习者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也为学习过程的

评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了能够给学习

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在相对开放的空间内呈

现学习过程，评价者应重视古诗文与经典名

著评价内容的选择性。对学习者来说，优秀

诗文与经典名著的学习来源于语文教科书与

“课标”的推荐篇目，更来源于学生的课外阅

读活动与日常生活经验。那么，语文考试与

评价需要兼顾课内基础性与课外选择性的相

互融合，适当拓宽古诗文篇目的评价范围，调

动学生课外学习积淀，为学习者提供展示自

我的平台。优秀诗文积累不是简单的线性过

程，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语文教学不是培

养接受者，而是培养创生者，从而不断推进语

言与文化向前发展。语文课程目标期许知识

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和谐

共生和均衡发展，优秀诗文积累能够帮助学

生找到语言能力发展与精神培育的平衡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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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Accumulation of Excellent Poetry and
Classics：The Transi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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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Chinese curriculum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paid attention to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have
passion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nation，understanding the extensiveness and profoundness of Chinese culture，learning
the wisdom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accumulation of excellent poetry and classics marks the transi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from focusing on knowledge to emphasizing on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cess of
learning，from passive learning by reciting knowledge to creating active construction through various contexts，from
focusing on the evalu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results to strengthening the assessment of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so as
to guide and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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