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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是一个行动概念，实践性是它自身存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版）特别强调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在“课程性质”这一章，首先确

定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语文教学实践性的本质是什么？是语言实践。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

实践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它赋予人以存在感。语文教学的语言实践与其他学

科不同，数学学科以关于线和图形关系的抽象符号为工具，物理化学学科以客观

物质、自然规律为实践对象，美术学科以线条、色彩为主要工具，而语文教学的

实践性是语言实践，它通过语言实践而获得认知与体验。

语文教学实践的意义在于以语言交流、对话，突破封闭、孤立的小我之境，

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直接关系。个体在不断生成的

历史的社会性存在之中爆发；这种爆发，不是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而是人与世

界相互规定，在共同认可的语言中创生出语文生活的诗性，以及人的感觉的彻底

解放。

语文教学实践的内在动力在于实践主体的精神活动。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

值，“思维者的精神是物质在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恩格斯）。所谓阅读和写作的

知识如果没有与实践主体的精神对接，那就等同于路边的石子。知识只有经过实

践主体的参与，融入主体精神之后，才能实现其价值。所以说，语文教学的实践

性特点决定了学生只能在阅读中学会阅读，在写作中学会写作。

语文教学实践与生活、日常语言密切关联。日常语言让知识和人的生活方式

保持一致，因此语文教学实践必须以日常语言为基础，在学习日常语言交流的基

础上寻求创造新的语言内容与形态。而社会实践决定了语言实践的意义，赋予知

识以社会生命。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言只有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充

分理解；知识只有在语言被社会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会建构起一个意义世界。

语文教学实践受语言规则支配。阅读和写作知识的意义如何获得？在语言规

则支配下的语言实践中获得。语言规则支配下的语言实践赋予语文知识以意义，



“意义的中介是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而非静态的名称关系”。①意义不能通过

静态的知识概念传递，要在语言规则支配下的语言实践的过程产生。词语在词典

中的意义属于语言规则范畴里的意义，要在语言实践中产生变化，转化为实践意

义。

维特根斯坦创造了“语言游戏”这个哲学术语，其实这是语言实践的另一种

表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不仅仅是语言和世界的中介，而且是获

得语言意义、技能的重要途径。他在《哲学研究》中用了一个具体而实用类的例

子,对在语言游戏中如何获得知识、建构关系作了精确说明：“‘让我们下盘棋’

这个表达的意思和棋类游戏的所有规则之间的联系是在哪里实现的？——在游

戏规则中，在教人下棋的活动中，在日复一日的下棋的实践中。”②维特根斯坦

这个解释显然是对格物致知、掌握技能来说的，然而忽视了生命自身对意义形成

的重要性。而语文教学实践的内容与形式不仅仅像下棋那样掌握一门技能，它还

包涵人的自身生命的意义，还需表征人的生命本质。

根据活动目的来区别，可以把语文教学实践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交往、沟通，获得理解

交往实践活动是人在这世界上赖以生存的主要方法，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具有

重要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首先在他的行为中而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

会存在。”③语文教学实践比其他学科例如数理化等自然学科，需要更多地交往

实践。表达交流各自的思想、合作研究课题、组建文学社团等等都需要交往、沟

通，获得理解。

2. 参与、经历，获得体验

体验必须自身参与、亲身经历，它是直接经历而产生的感觉和意识。体验性

实践是现代学习方式的突出特征。体验性实践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审美体验与

活动体验，前者是内在的，比如自主阅读欣赏；后者是外显的，比如朗读、演讲、

辩论、答辩（问答）等形式。它们都强调自身参与、亲身经历。要重视直接经验，

不要用理论来代替实践，不要过度分析。

3. 认知知识，探求真理

获取知识可以走一条从实践中获取知识、认知理论的路。实践出真知，实践

检验知识的真伪，实践是推进知识创新的力量。以概念获取意义的单一维度被彻



底否定和扬弃，强调人的主体对于知识建构的意义获得确定性。只有在社会实践

的场域里，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以实现，主体的认知力才能得到提高。文本

研习、问题探究都是这类实践的具体表现。

不要以为获得各种语文知识，就能一成不变的应用。知识是在实践过程中的，

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解释《红楼梦》。因人而异、随境而化、

顺时而变，几乎没有什么恒定的知识可以供你享用一生。

以上三种类型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以阅读教学来说，学生

的体验是阅读教学的基础，然而不能把所有阅读都止于体验层面，有的要进一步

引导学生有所发现，积极探求知识与真理。体验与认知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得到认

可，只有获得理解的体验与认知才有社会存在的意义，最终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与

认知方法。体验和探究的方法可以多样化，比如组织交流讨论，开展研究性学习。

其实体验与认知本质上也是一种交往，以自己的经验体验作品，以适合作品和作

者的方法与作品和作者交流。语文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会交往，学会解释自己的经

验、倾听理解他者的经验，以适合对方的方法，以对方能理解的方法与对方交流。

语文知识、社会共同认可的语言规则和个性理解等等语言实践元素，以及体

验、认知、探究、交往、沟通等等语言实践行为，它们复杂地交织着，互相拉扯。

正是在这种拉扯的过程中，语文教学寻找到自己应该的方向，改变着它的历史，

走向未来。

下面以我一次语文课堂教学实践来说明各种复杂元素之间的关系。这堂课要

求学生简析下面这两首诗的表现手法。

（一）东阳路旁蚕妇（宋）翁卷

两鬓樵风一面尘，采桑桑上露沾身。相逢却道空辛苦，抽得丝来还别人。

（二）田家三咏（其三）（宋）叶绍翁

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额烟。争信春风红袖女，绿杨庭院正秋千。

这是 2013 年《浙江省普通高考考试说明》参考试卷中的题目。参考答案如

下：

第一首通过蚕妇两鬓风尘的肖像描写与采桑露沾身的细节描写，表现她们劳

作的艰辛；又借蚕妇之口道出“抽丝还人”的无奈与不平，突出劳动者内心的哀

怨，似议非议，发人深思。



第二首选取“抱儿”“送饭”两件最能表现妇女辛劳的事，用灶灰画鬓的细

节描写，勾勒出勤俭爱美的农村妇女形象。以“争信”的疑问语气，引出高门闺

秀游乐场景，虚实对照，形成忙与闲、清贫与富贵的鲜明对比，艺术上有很强感

染力。

我没有告诉学生参考答案是什么，而是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学生用了七八

分钟时间作了简要分析。他们的分析非常相似，可见训练之规范。下面是其中有

代表性的几个答案：

（1）细节描写，通过描写两鬓与采桑时露水沾身来突出蚕妇工作的艰辛。

而后面相逢诉苦以及抽得丝来还给他人则写出了诗人对蚕妇的同情与怜悯以及

无限落寞的感慨。感慨碌碌终身却无所获的，怅然若失之感。

诗前部分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家中妇女日常生活起居，送饭、养孩子以及

烟熏眉的描写均写出了妇女日常生活的艰辛。而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对比妇女与富

家小姐的生活，更突出作者对农妇的怜悯，感慨人生境况不同，也有无限悲凉落

寞之感。

（2）白描、外貌描写，展现了蚕妇辛苦育蚕，生活带给她的风霜展现在鬓

角、脸上，露水沾身，点明采桑时间早，“空辛苦”写出了蚕妇为生活奔波的辛

酸，“空”又显忧伤之感，“还别人”写出当时生活之苦，表现诗人对蚕妇的同情。

叙事，描写了女子一天中的生活情况，用了拟人的手法，“红”“绿”的颜色

描写，写出在美好春天中，女子却独居深院的无聊枯燥生活，形成对比，以乐景

写哀情。

（3）第一首前两句白描肖像描写，用细节描写，描写了蚕妇养蚕时的场景，

正面表现了蚕妇劳作的艰辛；后两句通过蚕妇间互相抱怨，蚕妇劳动成果被人剥

削，侧面表现了蚕妇劳动的不易。全诗表达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怜悯和对上层贵

族剥削行为的不满。

第二首前两句通过对农妇动作、外貌描写及送饭时间“更”的细节描写；后

两句用对比手法，通过对上层富家女的生活无忧的描写，突出了农妇生活艰辛。

全诗表达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4）第一首诗通过对农家蚕妇采桑抽丝的生活的直接描写，突出了蚕妇生

活的艰辛，以及当时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残忍剥削，说明了作者对蚕妇的同情和对



社会现状的不满。

第二首诗通过对农家主妇的生活场景的描写以及把农家妇女和红袖女的对

比，形象地写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辛苦生活，也突出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分明的封

建制度，从诗句中更看出作者对农家女的怜悯之情。

（5）神态、细节、语言描写，写出蚕妇的辛劳忙碌却需将劳动成果还与管

家。全诗描绘了蚕妇采桑、交谈，却字字透出诗人对民生疾苦的感叹，展现了当

时劳动人民的贫苦，不堪苛捐杂税重负。

心理、动作、肖像描写，描写了农妇抱着小孩给田中的丈夫送饭的场景，农

妇脸上以灶头的烟为“妆”，写出农妇忙活家务无暇打扮，后两句写出农妇无法

相信在春风中玩乐的美景，表达出了农妇心中所希冀却无法实现的落寞。

绝大部分学生使用的概念为“细节描写”“白描”“对比”等，其次为“语言

描写”“神态”等，少数学生运用了“心理”“叙事”“景色描写”“外貌描写”“肖

像描写”“直接描写”等。

对这个题目，我的分析答案如下：

第一首头两句直接描述（陈述，叙述）蚕妇形貌、言语，转述（和直接描述

不同，转述的表达更加直白）当事人蚕妇的自叹，辛苦劳作，养蚕抽丝为还债，

道出艰辛与无奈。

第二首直接描述之后，虚拟了一个情景（虚景实写），作者以自己的经验，

通过想象，描写另外一种生活，富贵家庭的女子，穿着华丽，春风里，庭院荡荡

秋千，两种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说农妇不会相信有这种生活，感叹了两个世

界，两种生活，两种人的不平等。

显然命题者、学生和我基本上处在三个知识世界里，我关注于叙事者的叙述

角度、时间跨度、在场不在场，叙事者与叙事对象的关系。而命题者是以表达方

式、表现手法来鉴赏分析。学生和命题者虽然基本上处在同一个领域里，但是如

果严格按照答案来评价，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白描”这个概念源自绘画

艺术，学生普遍注意到这个特点，却不在命题者的概念范畴里。如果设想一下不

在场的知识世界，结构的、音韵的、风格的等等，那就无穷尽了。它们之间有融

通性，但更多的是差异性。

学生会认可谁的知识世界？他们当然认可标准答案，哪怕是无奈的选择，也



不敢违背。我告诉他们，要在自己的知识世界里，看到他者，看到参考答案、同

学和老师在什么知识立场，而且还要看到不在场的知识世界。如果单单以参考答

案为学习的目的，那将穷以应付，疲以奔命。因为下一次换一些人来确定标准，

知识世界又会产生变化。

我问学生是否认可我的分析。大部分学生不置可否，他们不明白我的分析所

依托的知识背景是什么。语文课代表说这样不行，不符合标准答案的要点。只有

一位学生明确表示很欣赏，而这位学生恰恰是上课时最不认真作业的。他说：“我

非常欣赏老师的分析，很有意思，为我打开了一个陌生世界，但是高考你可能得

不到分。”

我听了学生的意见之后，在原有的分析后面增加了一句话：两首诗都有肖像、

动作和细节描写，刻画了农家妇女，描写了她们的劳苦生活。这样便得到了学生

的普遍认可。学生的评价依据是参考答案，只要符合参考答案就是正确的。然而

一个普遍认可的答案和认知方法往往是平庸的，前沿的新观点、个性的、创造性

的认知方法往往得不到普遍认可。交流之后，我有坚守也有改变，学生有他们自

己的选择。我会分析他们各自的立场，也告诉他们我的立场，但是不会把观点强

加给他，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语文教学实践不是把学生关在静态知识的笼子里，而是打开天空，放飞学生

的思想。启发学生发现自己、发现他者以及他人未曾发现的新世界，在这些已知

和未知的世界寻找自己的立场安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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