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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历史是陈旧的，历史也是动人的。有人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 也
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不过，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成就和不足或许都能
从最初的发展中找到根源。是的，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21 世纪，这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革命逼迫我们走
向现代化过程的时代，时代在向我们挑战，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教育者、
学者，是否还拥有和先祖圣贤、五四先驱者、革命先辈们同样非凡的勇气、
智慧和胸怀? 请驻足倾听一下历史的声音，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吧。

欲知大道，必先明史; 溯其渊流，才能察其流向。

代 序

中国语文教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说它 “源远”，是因为它的起源很早，
从狭义上说，单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 “习刻”算起，语文教育已有三千多
年的历史; 从广义上讲，如果从言语教学的发生算起，那就更早了，原始社会的
口耳相授即可算为最初的语文教育。说它 “流长”，是因为从远古的言语文字教
育开始，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波澜起伏、多有变化，但语文教学始终
受方块字、表意性、单音节等特点所制约，记载和传递着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
与社会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知识经验、语言符号乃至由此形成的社会主流文化
息息相关，表现出了汉民族母语教育独有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从人类语言的产
生和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语文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
育时期。虽然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语文教育理论著作，但从散见于大量典
籍中的古代教育家们的教学见解、教育主张和教学思想中，我们仍能了解到我国
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些概况，并引发我们对中国语文教育的思考。培根曾说: “读
史使人明智。”的确，研究语文教育，必须研究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梁启超说: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之可言。史料者何? 过去人类



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 只有对事物的发展历程有了
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够准确地把握现实状况和预测未来趋势，“固本然后创
新”。

史料固然是研究历史的必备条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毕竟还不足以反映
历史研究者穿透世纪风云的学术洞察力和评断史料真伪和价值的学术鉴别力。由
“史料”到“史书”，是个飞跃。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出发，梳理我国语
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明确其中的标志性事件，给予客观的解读和评价，对于
掌握语文教育发展规律，指导语文教育实践，那会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啊!

一门学科的萌生、发展直至成熟，总有一个过程。一般地说，其成熟的标志
主要有三: 一是逐步形成了属于自身的特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二是为社会
提供了一批有学术影响的理论成果; 三是对本学科的历史发展有较为全面的开
拓，并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洞察本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 刘正伟、顾黄初 《关于
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对话》) 可见一门学科的成熟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同
时也能从本学科历史研究中得到经验教训，以期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朱绍禹
先生一再呼吁: 研究语文教育，还必须研究历史，“通过对变化历程的了解，认
清现状和把握未来趋势”。顾黄初先生也主张，革新的同时，“对传统，要进行深
刻的反思”。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哈里·S·希劳迪说: “无知或无视历史是许
多教育改革产生的根本原因。”②

在许多研究工作者的推动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开始
有了深入，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史》( 陈必祥主编) 、《中国语文教育史纲》( 张隆华主编) 、《现代语文教育史札
记》( 顾黄初著) 、《20 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顾黄初、李杏保编) 、《20
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 顾黄初、李杏保编) 、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 张隆华、曾仲珊著)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 李杏保、顾黄初著) 、《语文教
学法漫论·历史借鉴篇》 ( 曹洪顺著) 、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简史》 ( 王松泉主
编) 、《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 郑国民
著) 等等。

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从深层次上加以审视，
中了解、寻求、总结可资语文教育改革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 另一方
面，人们越来越充是语文教育改革深化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人们迫切需要从以
往的语文教育发展分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不能割断历史。实际上，今天的语文

①
②

梁启超 . 中国历史研究法 . 饮冰室合集·专集 ( 七三) . 北京: 中华书局，1936，36.
( 美) 琼·K·史密斯 . 将传记作为教育史教研的一种形式 . ( 俄罗斯) 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等，

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 . 方晓东等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教育和过去的语文教育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新课程总是在传统的继承中
发展的，这也是语文课程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延伸。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研究》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 学术型研究生) 和语文

学科教育学 ( 专业硕士研究生) 专业必修主干课程之一，也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
学师范类语文教育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以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一
方面反映语文教育的历史轨迹，总结语文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
面努力探求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我国语文教育的
历史沿革，学习传统语文教育的成功经验，了解我国语文教育走过的弯路和存在
的问题，更好地探索语文教育的科学规律，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本书在借鉴前辈著书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作为史的研究，一般而言，是
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结构的，但本书既考虑纵向梳理，更是按照一个一
个专题开展研究，从语文教育的各个层面即横向开展研究同时又按时间顺序纵向
进行，这是和以往史书不同的地方。本书不足之处是对新世纪语文教育发展的历
史梳理不够，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面。

我期待: 语文教育改革在新世纪之初在走向本体研究中结出丰盛而美丽的花
朵!

欲知大道，必先明史; 溯其渊流，才能察其流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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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文教育发展阶段研究概述①

我国的语文教育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研究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应包
含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否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对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进
程及轨迹做出合理的解释，简言之，是否对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做出了合乎理性的
历史分期。第二，在解释性框架内，是否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重要事件做出
了充分而准确的阐述，并形成了解释的系统观点。

历史分期的任务，是使主观上对事物发展阶段的划分尽量深入地反映其自身
特征和发展客观规律，可见分期问题乃是概括和揭示事物发展历史基本规律的重
要课题，分期正确与否是对历史的研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分期更是深入研究
历史的基础。迄今为止，在语文教育史的分期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先后就
有七种 ( 按王松泉的提法有六种，加上他自己的总共七种) :

第一种以叶苍岑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为代表，将中学语文教育史分
为三个时期: “五四”以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期为第一时期，“五四”以后新中国
成立以前为第二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教改期为第三时期。

第二种以陈必祥主编的《语文教育发展史》为代表，将清末语文单独设科前
定为古代语文教育期，之后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语文教育期，“五四”运动
后为现代语文教育期。

第三种以陈学法主编的 《语文教育学》为代表，将语文教育史分为四个时
期: 1840 年鸦片战争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鸦片战争至 “五四”运动前为近代

① 王松泉，王柏勋，王静义 . 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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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期，“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为现代语文教育期，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当代语文教育期。

第四种以顾黄初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为代表，以清末语文独立设科为
界线，将语文教育史分为传统语文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两大时期，现代语文教育
期又以新中国诞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发展期又以辛亥革
命和 1932 年课程标准颁布为界分为三个时期。

第五种以张隆华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为代表，以鸦片战争前为古代
语文教育期，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前为近代语文教育期，新中国成立后为现代
语文教育期。

第六种以李杏保、顾黄初合著的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为代表，将 1904
年癸卯学制国文独立设科前定为古代语文教育期，之后至二十世纪末为现代语文
教育期。

第七种以王松泉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简史》为代表，把整个语文教育
史划分为古代语文教育期、近代语文教育期、现代语文教育期三大时期: 从文字
产生至 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 从语文独立设科至 1949 年新
中国诞生为近代语文教育期;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为现代语文教育期。

上述分期法各不相同，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就其科学性来说还有待审
议。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与划分标准、认识问
题的角度不同有关，但只要是建立在客观分析、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划分方式，对
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历史分期应该有历史内部矛盾的自身依据。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教育
史等，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领域、范围各不同，有其独具特性的发展逻
辑。中国历史以 1840 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把古代史和现代历史区分开来; 中国
文学史以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区分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 中国
语文教育史当以 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而掀开新的一页。① 如果分期不正确，或
者不统一，就不易把握整个历史过程的走向和轨迹，既影响研究深入，又会引起
教学上的混乱。那么，分期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呢? 本书采用王松泉先生所主张的
分期原则: a. 遵循 “自身规律”; b. 符合 “社会关联”; c. 掌握 “注重特征”;
d. 遵从“远粗近细”。②

第一，语文教育史的分期应遵循“自身规律”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
其自身特殊规律，忽视这种自身规律，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语文教育是在社
会历史发展中发展起来的，似乎应按通史分期。然而，语文教育史虽然隶属于社

①
②

李杏保，顾黄初 .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4.
王松泉，王柏勋，王静义 . 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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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史，但却不等于社会发展史。语文教育史之所以是语文教育史，是因为它
反映了自身发展规律。因此，在分期时，必须充分考察语文教育自身的个性，诸
如有关语文课程史、语文教材史、语文教学史等。

第二，分期应符合“社会关联”原则。社会上任何事物的自身发展都置身于
整个社会发展大环境而形成，离开社会发展单纯寻求某一事物的自身规律，既不
全面，也不可能。因此，确定语文教育的历史分期，应当在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
史中寻找自身的特殊规律，做到既维护学科尊严及自身个性，又符合社会发展的
基本规律。我们强调自身规律性，与强调语文教育与社会的关联性并不矛盾。应
当说，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

第三，分期应掌握“注重特征”原则。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应有其
自身鲜明的特性，否则分期就毫无意义。这种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真正个
性，是之所以成为某一时期的根本原因。

第四，分期还应遵从“远粗近细”原则。我国的语文教育绵延几千年，要对
远古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细致划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划分时期不能
要求每一时期的时间跨度绝对相等或勉强近似。要从实际出发，采取远粗近细的
办法。

最后，历史分期虽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关键是能否合理地解释我国语文教
育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一家的分期比较多的按照政治史，甚至革命史的框架
来梳理语文教育发展脉络，这一框架的特点是线索比较清楚，但在解释语文教育
发展的自身问题时就很困难。而顾黄初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在历
史分期时，以现代政治史、教育史分期为参照，又兼顾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自身
运动特点。它紧紧围绕着从传统到现代语文教育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矛盾，以
及由此而引发的语文教育内部各种因素的分合消长、主从聚散，从而充分展示了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变迁的历史画卷。显然，这一历史分期，对现代语文教育历史
理性的认识深化了，其解释性也推进了一大步。举一例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
发展史》把新中国成立前期的语文教育整合到新中国语文学科建设与初步改革与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语文教学相关内容中，突出了其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历史
分期当然很重要，但它若不能合理而深刻地解释在此历史时期内发生的重大理论
问题和重要史实及历史现象，并形成系统的观点，这种分期就失去了历史支持，
变得毫无意义。

基于上述原则，继承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并结合具有历史性的标志事件
( 如语言的产生———语文教育发展的肇始，文字的出现———完备形态的语文教育
出现并不断完善，单独设科———古今语文教育发展的分水岭，白话文进入教
学———语文教育发展走向现代，国语国文合称为语文———语文教育走向当代，上
世纪末至 21 世纪新课程标准的出台，新教材的使用及其中学课程设置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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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性质———语文理论建设的重大突破等) 。前
述的七种划分由于时代局限无法纳入 21 世纪的语文教育期。

因此，本书试对语文教育史分期如下:
整个语文教育史划分为古代语文教育期、现代语文教育期、当代语文教育期

和新世纪之初语文教育四大时期:
———从文字产生至 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既

没有独立的语文教育，也没有语文这一学科的名称，渗透在文化教育活动中的古
代“语文”教育只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前语文教育。

———从语文独立设科至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为现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语
文学科的前身文学科开始设立，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现代语文教育从此开始。

———从新中国诞生至 2000 年为当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把过去的国语国
文合称为语文，语文科的教育任务逐渐明确，通过不断改革，当代语文教育出现
了空前的新局面。

———2001 年至今为新世纪初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把 2001 年颁布的全日制
语文课程标准 ( 实验稿) 和 2003 年颁布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作为一个新时期的
开端，有它特殊的意义。语文课程理念与性质的大讨论，语文教材的重新编写与
审定，语文课程设置与考试制度的变革使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大
改革时期。

当然，历史研究中的分期不应该是绝对的，各个历史阶段间的动态演进和各
个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必然的。认真地划分语文教育的历史时期，目的是为了
正确地把握语文教育的历史面貌，从发展规律的本质上了解和借鉴语文教育的历
史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天和今后的语文教育。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统一分期
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推动语文教育研究与改革的不
断深入。

一部历史，更要紧的，其实不是告诉我们什么变了，其实更要紧的，是告诉
我们，什么还没有变。“众所周知，任何一场成功的变革都必须立足于历史与传
承的基础之上，只有清晰地把握过去，才有可能提出适合语文教育发展方向的计
划或方案。”你认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有哪些成功经验与不足? 如何借鉴与吸收?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育发展概况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可谓悠久。古代语文教育的演
进，和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和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的
变化、教育内容的革新密切相关。古代的语文教育，并不单指语言和文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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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还包括有广泛意义的文章和文学的教育，乃至文化的教育，是与伦理道德教
育、经典哲学教育、政治历史教育、语言文字教育以及社会的自然的百科教育融
合在一起的教育。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语文教育
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

原始社会没有科学，也没有教育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产生、知识
的积累，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才出现了教育学的萌芽。而中国的语文教育正是
在教育学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期以前的教育，尚未
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名副其实的 “生活教育”。这种语
文教育在很长一个时期是通过 “言”———口耳相传的形式来进行的，是 “言文
教育期”。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语文教育，是原始状态的言语教育，是
语文教育的胚胎。

汉字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告别了蒙昧，进入文明时代，也相应地产生了识
字、阅读、写作教学及教材，语文教育具备了完整的形式及内容，中国语文教育
进入了“古文教育期”，并在漫长的封建教育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深化。因此，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大约初创于先秦，经过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设置五经博士，以后便逐渐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先秦书面语言为语
言规范的文言文泛语文教育体系。而后这一体系绵延两千多年，教学内容和教学
模式均无质的变化。

但是，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学科教
育。在我国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种并不完善的语文教育
都只能算作近现代语文教育的酝酿和准备，古代语文教育期实际上只是一种 “前
语文教育期”。这个时期语文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 “五经” “四书”为教
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为范本，有时候读专书，有时读选文。 “五经”是指
《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是指 《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蒙学读物如《史籀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性理字训》《童蒙
训》《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文字蒙求》，文选读本如 《昭明文选》《文章正
宗》 《文章规范》 《古文观止》 《古文辞类纂》 《唐诗三百首》等等; 二是文、
史、哲不分，甚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不分，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也就是
说，我国古文教育内容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丰富性。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没有统一的学制，对教学的年限也没有严格的规定。
从夏朝到清末新学制设立之前，学校基本上分为两级 ( 上庠与下庠，东序与西
序，左学与右学，大学与小学等) 。就语文教育来说，可以粗分为两个学段: 从
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为前期语文教育; 十四五岁以后，属于后期语文教育。相比之
下，前期语文教育阶段，从启蒙阶段的识字、写字到此后的读文和初步的作文训
练，都抓得比较紧，效果比较显著。尽管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伦理道德、政治思想

5



教育及其他综合性教育，但“语文教育”的性质比较突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
传统经验，无论是教材方面，还是教法方面，主要集中在这一阶段。后期的语文
教育，主要以灌输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为直接的教育目的，内容涉及经史辞赋、天
文历算等。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这一阶段的教育又带有浓厚的“应试教育”的功
利色彩。尽管这一阶段仍持续地进行读写训练，但重心已经偏移。

至于古代语文教育的学程，更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也无法像“学段”那样
作出大致的划分。读书学文的内容顺序和学时安排，主要根据办学者特别是一些
有影响的教育家的经验。例如南宋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对学童读书学文的内
容和顺序作如下设计: “小学”阶段，学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以及中庸、大
学和孝经; 四书读熟之后，才可以读六经; 六经读完之后，才可以读子书 ( 包括
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庄子) ; 经书和子书读通了，然后读历史。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历史很长，社会变迁也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教育现
象，很不容易理出头绪。不过，中国古代的汉文化核心变化不大，教育特点的变
化不大，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致顺序来大体了解其基本脉络。从历史分期
来说，古文教育期包括从春秋战国末期起，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元明清等朝代，前后近 3000 年，时间跨度很大，情况极其复杂。因此，只有首
先介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社会背景，才能真正理解语文教育的发展脉络，理清其
基本轨迹。十分明显的是，古代语文教育期内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封建制度，所
以，我国的传统语文教育，主要指的就是封建时代的语文教育。

一、先秦语文教育发展

据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从殷商到西周的奴隶制社
会，国家的学术都是被奴隶主所在的官府垄断，即所谓 “学在官府”。在这种情
况下，文字的主要作用在于记录最高统治者的言和行，其目的是储藏而不是传
播。所以官学就设在官府，官吏就是教师。民间不可能有学术文献，享有语文教
育特权的当然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这种语文教育的垄断局面，只有到了春秋时
代私学出现才被打破。

自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始，至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 500 余年间，
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随着阶
级关系的变化，文化、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
私学开始兴起并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形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 《左传
·昭公十年》) ; 典籍扩散，文化下移，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学派林
立，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老子 ( 老聃) 、孔子 ( 孔丘) 、墨子 ( 墨翟) 、孟子
( 孟轲) 、庄子 ( 庄周) 、荀子 ( 荀况) 等，形成了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各
个学派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些学派，同时也都是教育流派，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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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呈现出思想十

分活跃的景象。思想的活跃，文章的涌现，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以文章为
核心的语文教育也空前发达。例如孔子所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先后有弟子
3000 人，其中优秀者有 72 人。他既重 “诗教”，也重 “礼教”; 既重 “言教”，
也重“身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语文教育家。稍后，
与孔子齐名的还有墨子，据说也有弟子数百人。

在兴办私学以及大量的文章写作实践中，文章大师和教育大师们不断总结经
验，对文章教育的规律有了初步认识，开始形成了一定的教育理论。以孔子、孟
子为代表的儒家先哲关于 “德治”的主张，以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观
点，表现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推崇。在教育内容上，这些学者注重礼、乐、
仪、文等文化内容对人的教化作用，为后世“文以载道”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他们也进行了积
极、大胆地探索，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和主张。经过荀子等人的发展，先秦儒家教
育思想逐步成熟。其教育的若干原则、方法有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
扬，如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以讲解法、问答法为主的多种多样的教
学方法等，这些作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历经两千多年依然熠熠生辉，应
当为当前的语文教育所继承和借鉴。

二、秦汉时期语文教育

秦汉时期，我国经学教学初步确立。随着经学的发展和昌盛，语文教学的书
面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先秦典籍所反映的古代汉语为基础的定型化的
书面语言，即文言文。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形成了从集中识字到诵读
经书的基本体系。在汉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经学教育，所谓 “遗子黄金满籝，
不如教子一经”① 就是这种教育现象的反映。“人们口头上实际使用的语言是不
断发展的，因而这种定型化的书面语同人们口头上实际使用的语言产生了距
离。”② 鉴于这种情况，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去阅读、理解那些儒学经典，以达到教学目的。这样就出现了以治经为主要内
容，重师法、重考据的汉代学风。“汉学”对汉代乃至后世的语文教育思想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汉代官学发达，私学昌盛。当时的学校，在小学阶段，重视识字、学书 ( 写
字) 的基础教育; 中学阶段便把《论语》《尚书》作为基本教材了; 大学阶段则

①
②

引自《汉书·韦贤传》
张志公文集 ( 3) 语文教学论集 .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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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专门的经学。当时的鸿都门学，主要教学内容就是辞赋。汉赋之所以发达，
与鸿都门学的专门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秦汉时期的识字教材，现存的有 《急就
篇》，是现存最早的识字课本。“五经” ( 《易》《书》《诗》《礼》《春秋》) 等书
则是汉代主要的阅读教材。用这些儒家典籍作为阅读教材的教学目的是: “《诗》
《书》序其志，《礼》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①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几百年间，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人已经不
大看得懂古书，需要有专门的学者来讲解。而汉代的统治者力图用儒家的经典来
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尊五经，并设立五经博士，在官学里讲授经义。这就促进
了训诂的繁荣。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并随后把这些
随文而释的各种典籍的注解汇集到一起，按照一定的体例分类编排起来。秦汉之
间出现的《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
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开创了辞书、字典部首编撰法的新体例。同时又是传统语言文字学最重要的经典
著作之一，是汉语言文字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另外，汉代的《方言》是我国第
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它对语言的融合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也是一部学习语文的重要工具书。汉代人编写的 《方言》、《说文解字》，
是语文学习的两种工具书，说明汉代对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和语文教育已经达到了
很高的水平，对后世影响很大。

秦汉时期对语文教育影响较大的人则有李斯、董仲舒、司马迁、史游、刘歆
等等。同时，汉代班固的 《汉书》和司马迁的 《史记》，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双
璧。它们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在整个语文教育史上，《史记》收到
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汉书》的影响虽不及《史记》，但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状态的时期，为时约 400 年
( 190 ～ 589 年) 。在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儒家的文化思想在玄、佛文化思想的
冲击、撞碰之下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魏晋南北朝占优势的玄学。以老庄
思想为主导的玄学兴起，文章开始摆脱儒家束缚而自由发展起来，受老庄哲学思
想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文章和文学风格，在许多文人学士之间大放异彩。他们的文
学成果也都风行一时并作为历代古文教育的主要内容。

文采华丽的骈体文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文体，富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的作
品大大增多。汉末以来流行的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也反映到文化生活中，开
始涉及对文章作品的评论。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

① 引自《春秋繁露·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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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这些文论不但影响和指导了当时和此
后的文风和文章读写，而且也成为后世文章教学中阅读欣赏、分析评价文章的理
论依据和指导原则。文章学理论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时期文章写作的繁
荣。为了帮助读者高效阅读文章精品，文章选本应运而生。南朝梁太子萧统 ( 谥
昭明) 编的《文选》就是开山之作。《文选》的出现，对我国文章学和语文教育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打破了魏晋以前学校语文教育以读经和识字为主的局面，使
文章教育初步摆脱儒经的束缚而成为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文选》作为文章阅
读和写作较好的范本，开创了我国语文教材选文章的先例，至今仍被当前的语文
教材所沿用。《文选》之后，各种诗选、词选、曲选等集子层出不穷，专为初学
者编选的注释评点本也如雨后春笋。这些选本佳作荟萃，文质兼美，各具特色，
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章的丰富多彩，也为学校教学各种文体提供了教材，哺育了一
代又一代文人学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旧朝代时兴时亡，使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各民
族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却没有中断，传统文化教育也并没有因此而中
断。特别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日本和朝鲜等
国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时成为风气。“五经”等书继续作为阅读教材，还加
上了《老子》《庄子》、辞赋文章和史书。《开蒙要训》《千字文》出现，并相继
传到了各友好邻邦，而周边各国的思想文化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这一
时期的文章、诗歌、书法、绘画和雕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语文教育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四、隋唐时期语文教育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到了唐玄宗开元年
间 ( 721 ～ 741 年) ，封建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与此相适应，文化教育事业也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朝的繁荣和强大体现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
育体制，同时又以地方教育为补充，由国家财政划拨一定的教育经费，大力推行
科举制，统一颁布官方教材等，使教育走向了规范化。

单从与语文教育有关的方面说，就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唐诗鼎盛，开一代
诗风，创一代诗教，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最显著的特点。唐诗繁荣的表现，首先
是作品数量极多，唐朝不到 300 年，遗留下来的诗歌有 5 万余首，以李白、杜
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其次是作品内容丰富，
以至闻一多先生说: “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
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① 唐诗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诗

① 郑临川 . 闻一多说唐诗 .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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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代文学的代表，流传至今的《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中的精华，长久地教育着
后人，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诗之外，传奇的兴起，变文的出现，词的形成，也
都给古文教育以重大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和散文教育，与诗教相得益彰，对后代的语文
教育的影响也很大。安史之乱后，曾煊赫一时的大唐帝国江河日下，岌岌可危。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一批文人希望用儒家的“古道”来挽回唐王朝日趋崩溃的
命运。他们认为只有用“六经”和秦汉时的散体文章，才能更好地宣传他们那以
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见解，靠华丽辞藻来装点门面的骈体文，是承担不了这种
任务的。于是，他们高举“复古”的大旗，以 “文以载道”为号召，向华而不
实的文坛积弊发起猛烈攻击。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扭转了自东汉以来数百年华
靡浮艳的文风，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这次古文运动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张 “文”为 “道”服务，力求文道统一，
对文章读写教育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第二，韩、柳等人的创作实践为后世文
章教育提供了好教材，他们的政治和文学主张为后世语文教育积累了可资借鉴的
经验。第三，古文运动对唐以后历代文风的变革和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次次古文运动都先后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作风，推动着
文章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为我国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写作经验。

同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 ( 606 年) 开始的科举制度，到唐代逐渐完备，一直
沿用到清末，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语文写作教学的影响。中外文化
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频繁，还有佛教从印度的传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教
育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五、宋元时期语文教育

宋元时期，指的是从宋初到元末 ( 960 ～ 1367 年) 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两宋
( 北宋、南宋及北方的辽、西夏、金) 和元。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
时期，前后有 400 多年。宋代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科学技术也很发达。理学的勃
兴，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的发明，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
展。宋代教育的发达，表现在太学教育制度空前完备、科举防弊制度日臻严密、
书院教育兴旺发达、家庭教育日趋普遍等各个方面。元代，是我国少数民族威震
天下的特殊历史时期，它对于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中外文化特别是中
国与阿拉伯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大交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宋元时期的语文
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

这一时期影响语文教育的重大事件有: 一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理学家大都
是文学家、教育家。理学家着重研究儒家经典，如《易》《春秋》《论语》，并用
理学观点进行注释将其纳入理学轨辙。除用经注形式阐述理学思想外，还大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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