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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叶圣陶（１８９４—１９８８），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生。１９０７年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

学习，１９１１年开始担任了１０年乡镇小学教员。１９１４年

起，在《礼拜六》、《小说丛报》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穷愁》、

《终南捷径》等十余篇文言小说。１９１９年，在五四新文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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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影响下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此后又

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并同一些共产党员和革

命者交往，参加了一些革命的活动。叶圣陶从１９２３年起

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１９３０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抗战

胜利后成为开明书店负责人之一。其间曾兼任中学、大学

教员。叶圣陶１９３９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

事。１９４６年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长。１９４９年

以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

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

二、三届理事。他还先后出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

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历任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中央文史馆馆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

席等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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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创新教育思想

叶圣陶的创新教育思想，从其形成的缘由来看：首先，

叶圣陶个人品格起决定作用。其次，深厚的民族优秀传统

的渊源是不可少的前提。同时，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也决

定了创新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认为，

他一辈子坚持批判传统弊端，不断改革创新，“因循保守，

不符合我父亲的性格。”这是作为儿子对父亲最贴切的认

识与评价。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专家顾黄初多次强调，在

叶圣陶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立足于我们优秀民族传统的

创造精神，尤其可贵，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整理、总结和学

习”。

叶圣陶的一生力主改革，反对因循守旧，敢于和善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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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他说，“执一不二，光知守不知变，不求变，不善变，

是极不适宜于做人之道的”。他还强调指出，“语文教学尤

其要注意创造”，要“日新又日新”。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丰

厚的学养和深刻的体验。作为一个文学家兼教育家的叶

圣陶，不仅有着“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更有着“语文教育也

是人学”的体会。既然如此，文学和语文教学的共同点在

于不能没有创新性，否则，文学就没有生命力，语文教学也

就没有生气，受教育者就不可能后来居上，有所发展。特

别是对于教育，他有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到中师、大

学的全程性的实践，更使他有必须改革旧传统、实施创新

教育的真切体验。从叶圣陶１９２２年在《新潮》发表的《小

学国文教授诸问题》中提出“国文教授要有成功之望，先要

教者将谬误的观念改正”，到１９８７年给罗店中学的信中向

他们提出“顺着改革这条路子走下去，还要不断有所创新”

的殷切期望，创新教育这一思想是贯穿于叶圣陶整个教育

生涯和渗透于全部理论之中的。

叶圣陶的创新教育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教育思想、

体制、教材、方法等方面，更体现在教学的内容和要求，体

现在对受教育者的培养目标上。说到底，创新教育要落实

到“乐育全新一代人”上面。早在１９３４年，他就要求受教

育者以教育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１９５８年他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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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培养青少年的创造精神”，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代，谁都需要有这种精神”。１９８３年又强调指出，

“要特别注意引导他们知变、求变、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

新”。

１９２３年，叶圣陶在《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开宗

明义，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作为第一项目

的。而且是把原本的“课程纲要”的“自由发表思想”改成

“自由发展思想”的。这一字之改，既体现了语文教育的本

质特征，又反映了叶圣陶对思维训练的发现与重视。而

“自由发展思想”，就其教育心理学的观点来说，就是培养

和发展每个学生的“创新思维”。纵观叶圣陶的全部论著，

不难看出，重视学生思想（即思维）训练和发展是一贯的。

是他继承“学思结合”的优秀传统和兼容杜威“训练思维”

的先进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的产物。早年，他在《倪焕

之》中艺术概括的“理想教育”，是一种“开源教育”。所谓

“开源”，就是开“智力之源”，就是开发创新思维之源。

语文教育思想

１９１９年，叶圣陶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中，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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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考查学生作文是否有进步的标准为“思想是否正确与完

善，情感是否恳挚而缜密”。１９２２年他明确，“教学童以国

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

思的方法，不至于有把捉不住的苦。这两方面，前者为泉

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浚和栽培，最为切要。”此后，他一

直认为，语文教学，只有引导学生磨炼思想，培养情感，才

算探到了根本。１９４２年他在《思想—语言—文字》中又

说：“文字的依据既是语言，语言和思想又是二而一的东

西，所以文字该和语言、思想一贯训练。”特别是５０年代以

后，他切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对于语言与思

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语言是思

想的定型”和“思维是语言的基础”等的创造性的看法。这

为他的“自由发展思想”的教学目的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

理论基础。１９８４年，他总结说：“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语文

课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思想，训练语言”，并提出了“语言训

练和思维训练并举”的原则。现在还有一些教师，仅是孤

立地进行语言训练，对于思维训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这些年来，语文教学质量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不能

不说与之有关。其实，离开了思维训练的语言训练是很少

有效的。语文教学的创新思维训练，包括抽象思维与形象

思维两方面的训练，即智力的训练，其中包括观察力、记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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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思考力、理解力、分析力、概括力、推理力、批判力和联

想力、想象力等。这是任何创造行为、创造能力、创造发明

的基础。就语文教学来说，听、说、读、写的训练必须以思

维训练为基础，离开了思维的创造性，要想有听、说、读、写

的创造性无异于缘木求鱼。１９７８年，在叶圣陶、吕叔湘的

倡议和指导下，人教社中语室对四川、福建两省做了调查，

发现语文教学质量令人堪忧，相当一部分中学生的智力一

般发展上存在着以下缺陷：观察和理解能力很差，分析和

概括能力很差，思维和表达能力很差。因此，呼吁中学语

文教育改革，应该把语文之基本训练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联系起来。

叶圣陶认为，目的及其实现的途径应该是一致的。要

在语文教育中达到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目的，那么在方法

上，就应该摒弃传统语文教育中的流弊，特别是“老师讲，

学生听”那种一味“灌”和“填”的做法。这是越俎代庖，是

用教师的思维代替学生的思维，而学生根本得不到任何思

维训练。而任何能力（包括思维能力）的形成是离不开学

生亲自实践的，听是听不来的。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思

维实践的过程中来训练和发展思维。叶圣陶极力反对把

学生看作“空瓶子”，主张把学生看成“生活体”，要相信他

们有主动学习、消化、吸收的需要和能力。１９７７年，他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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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的信中说：“教学生，我的想法是让学生自己去跟

作品打交道，尽量少说这样看不对那样看才对的话，把学

生的思想赶到死路上去。”

叶圣陶强调，阅读教学要摒弃“逐字逐句”、“教读”的

方法，作文教学要避免机械模仿的做法。对于老师来说，

首先，要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犹如给种子提供

土壤、水分、空气、阳光、肥料那样，让它们自己生长、开花、

结果。具体地说，就是要采取“启发、诱导、熏陶”的方法，

指导和帮助他们自学、自悟。他对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倍加

赞赏，认为“孔子极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一再倡导

“教师之为教，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

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

善教者也”。很明显，只有老师“相机诱导”，才能使学生

“运其才智”，“开领悟之源”。又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

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

底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

这说明，教师之“导”也非易事，必须千方百计来调动

学生的思维，开启学生智力，发展他们的“求异思维”能力，

终而达到“自求”、“自悟”和自己“发现”的目的。对于学生

来说，那就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和主动性，在教师的引导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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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动天君，独立思考，不依赖老师，坚持自学，善于自学。

要做到“真知”、“真能”，叶圣陶认为必须有具体的方法，那

就是自己会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这

样，便能逐渐进入“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辩，斗争能自奋，

高精能自探”的境界。这一境界，就是不需要教的境界，也

就是学生锻炼与培植创新意识、思维、能力的过程，并达到

了应有的水平与程度。其次，要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和谐

的环境。叶圣陶认为，耍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必须减轻

学生的心理负担和学业负担。其一，不去宣扬考上大学为

唯一出路。１９８７年，他给一位老师的信中说：“女学生自

杀，闻之叹息不已。如果大家不肯想得明白些，老是认为

考上大学为唯一出路，自杀的事情将年年会有。青年不能

怪，要责怪社会、家长、学校。”他告诫学生说：“最好不要注

目于高考，而须养成求知好问，多思苦察之良好习惯。”其

二，“不要把功课变成学生的债务，学生自然会对功课有兴

趣”。１９７７年，叶圣陶给一位老师的信中指出：“学校里只

知道逼学生，其实是教育不得其法，不知其道的缘故。大

家如果不肯下决心改，老师学生都只能是牺牲者。”其三，

一定要减轻学生过重负担。１９８０年，他给一位老师的信

中说：“小学中学安排课外作业，往往不甚得当。我有两个

重孙女，一个初二，一个中二，我嫌老师之安排太多而不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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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只顾记诵，不甚注意开发心思。”学校应该让他们有自

己看书看报的时间，有发展个性、特长、兴趣、爱好的自由。

尤其要反对要学生死记硬背，当然，“学生心爱某篇文字，

自然乐于读熟成诵”是另外一件事。他深刻地指出，死记

硬背所得的记闻之学，为真有学问的人所看不起，因为，记

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创造，对人类的知

识总量并没有增加，质量也没有提高。尤其重要的是，死

记硬背徒增学生的负担，戕害学生的智力，其结果正如恩

格斯所说的，会使学生越来越笨。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培

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目的。

对于处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来说，创新教育有着阶

段性的特点，那就是基础性、层次性、示范性，重在培养创

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因此，要去掉神秘感与

畏难感。尤其是语文教学的创新教育，主要在培养学生在

听、说、读、写的活动中，学会思考、善于思考，即初步学会

并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表有新意的看

法，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叶圣陶也就是本着这一精神，

根据他的教育实践和思考，提出了阅读创新教学模式和写

作创新教学模式。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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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模式

“预习－讨论－练习”是叶圣陶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的较为理想的阅读教学模式，其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

既是对中外先进教育理论的综合，又是他长期实践和思考

的结晶。当年，他在四川教育科学馆任教研员的时候，曾

用这一模式上过观摩课，获得很大成功。这一模式，贯穿

了学生主体、老师主导的思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

独创性。

叶圣陶认为预习就是让学生独立阅读，给学生充分感

知教材的自由。让学生通过多用心力来尝试，获得有价值

的心理感受。叶圣陶说，在预习阶段“他动了思维，得到理

解，当讨论的时候，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结果正相吻合，

便有独创成功的快感；或者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的结果

不甚相合，就作比较短长的思索；并且预习的时候决不会

没有困惑，困惑而没有解决，到讨论的时候就集中了追求

解决的注意力，足以鼓励阅读的兴趣，增进阅读的效果。”

因此，叶圣陶认为预习是阅读训练的最主要的阶段，是自

求了解的重要步骤。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创新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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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或缺的。独立阅读为独立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

培植学生自悟意识和增加独创“基因”的最有效的方法。

讨论是叶圣陶阅读教学模式的中心环节，是体现他阅

读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讨论是集体阅读

的重要形式，它具有重要的教育心理学的意义，它是进一

步发动学生独立思考、独立阅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是师生之间思维成果（即所培植起来的自悟意识和独创

“基因”）进行网络式的交流的形式；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过

程，是有效地激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掀起“思想风暴”

的过程。在激烈的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最容易迸发出创造

性的火花。为此，他要求教师不要自先下结论，要鼓励学

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避免盲目信从，培养学生求异思维

能力。

１９５０年，叶圣陶在《教学举例》中指出，“可以让学生

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有没有毛病？从前教国文的老师总爱

做文章的辩护律师，永远是‘文章好呀，好文章！’咱们现在

不必再当这义务律师了。文章有不好处，就说不好。”这样

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尤其可以让学生练习眼光，

提高识力。此外，讨论，能最自然地检查学生预习的效果，

可以使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获得综合训练，可以集思广

益，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使全班得以“水涨船高”，尤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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