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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圣陶作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在批判继承传统阅读教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

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拓展自己的阅读教学思想，而《文心》就是承载叶圣陶阅读教学思想的载

体之一。该书虽然讲的是三十年代的语文教学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有些根本的语文教学问题仍没有完

全解决，因此对《文心》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以《文

心》为例，研究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以提高教师专业技能，促进学生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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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e Shengtao, as a famous Chinese educator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criticizes his tra-
ditional reading teaching thought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
stantly expands his reading teaching thought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Wenxin” is one of the carriers of Ye Shengtao’s reading teaching thought. Although the book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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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blems in the 1930s, but so far, some fundamental Chinese teaching 
problems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so the study of “Wenxin” is still of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ur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will take “Wenxi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Ye Shengtao’s view of reading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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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他的阅读教

学观更是独树一帜，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心》为例，从中研究叶圣陶的阅读教

学观，为帮助当今语文教师实现叶圣陶“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教育目的提供有益的启示。 

2. 叶圣陶《文心》中阅读教学观的形成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国外的先进文化和教育思想不断涌入，再加上国

内的新文化运动，使得“民主主义”的科学思潮在全国范围内扎根，这些都为叶圣陶阅读教学观的形成

创造了广泛的社会条件。在三十年代前期，正在编写《中学生》的叶圣陶和夏丐尊两人，发现当时的中

学语文教学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于是志趣相投的两人决定共同着手编写一本故事体裁形式的，专讲读和

写的，符合教学规律的理想教材——《文心》，形成以生活故事线、多样人物群、读写教学法为主要特

色的文章[1]，来为青少年们答疑解惑，满足青少年们的阅读和写作需求，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文心》全文以学生周乐华的视角讲述了一批青少年由初中入学到毕业的学习历程，仅用三十二篇，

就使学生在与老师的交流中，逐步理解了阅读和写作的真谛，并启示广大学生和教育者，知识不应该局

限在课堂里，而应该与生活接轨，将阅读知识理解并运用到生活中[2]。语文阅读和写作是语文学习的两

大支柱，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叶圣陶在《文心》中体现的阅读教学观，对于培养学生阅

读技巧，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十分有益。 

3. 叶圣陶《文心》中的阅读教学观 

语文阅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支柱，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让学生学会阅读是语文教师的职责之

一。因此，在《文心》中，叶圣陶强调，语文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要注重以学生为本；要注重学生

阅读习惯的培养；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以期让学生学会自能阅读，为学生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奠定

基础。 

3.1. 以学生为本 

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广大教育家在杜威“儿童本位论”思想的影响，纷纷意识到传统语文教学中

存在的弊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崇“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圣陶形成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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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儿童本位观。叶圣陶认为，儿童是受教育的主体，是自身成长的主体，自有适应其求知与创造的需求

和本能，教师不应该“灌输式”的教授学生，而应该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运用知识、

检验真理。基于此，叶圣陶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以问题为核心”的“双心”思想，他反对在语文教学

过程中逐字解释，提倡启发式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育主张[3]。 
在《文心》中，“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主要在师生，生生，父子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得以体现。

如在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2], p. 1)，乐华的父亲枚叔在辅导乐华和大文做功课时，面对

乐华提出的疑问，枚叔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而是站在引导者的位置上，教给他们阅读的方法，让

他们通过自主阅读，学会站在古人的视角上获取经验、读懂文章。又如第二章《方块字》中([2], p. 9)，
王先生采取教师指导、学生自主的方式讲解选文，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阅读、互相评价，自己

只在需要补充的地方加以说明。这正是因为王先生明白当时时局动荡不安，学生无书可读，教师无地可

教的现象随时会发生，因此急于教会学生们自学阅读的方法，让学生在走出校园以后仍然可以自主学习

与阅读。再如第十二章《戏剧》中([2], p. 80)，王先生让学生们亲身体验戏剧，他们在学习过《桃花扇·余

韵》后，自主翻阅相关书籍了解戏剧知识，并将阅读所学的戏剧知识运用到剧目的编排与表演上。这样

的学习方式既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也使得教学更加灵活生动。综上所述“儿童本位”思想在《文心》

中无处不在，而这恰恰是当今语文新课改所要追求的价值[4]。在教学中，枚叔和张先生等人都将学生放

在主体地位，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循循善诱的传授知识，以求让学生学会自主阅读的方法，以读懂生活

这本无字的书。 

3.2. 以生活为源、以语文为器 

《文心》虽然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存在的语文教学问题，但其“阅读生活化”的教育思想在当今

语文教学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阅读生活化”是指，将语文阅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它强调语文阅读并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叶圣陶也说：“文字的课本之外还有

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比利用文字的课本更

为有效。”[5]因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指导学生把语文学习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做到“以生活为

源、以语文为器”教导学生不仅要读有字的书，更要读无字的书。 
《文心》中的内容大部分选材于初中生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书中的教学内容并不局限于课堂，而是

涉及到了家庭指导、郊游、演讲和互通书信等形式。如在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2], p. 1)，
乐华、大文两个学生正在预习鲁迅的《秋夜》时，由于自身的经验不足，在阅读时对于文章中的许多内

容都觉得莫名其妙难以理解，于是指导他们的枚叔解释了阅读时的内外经验，外部经验就是景物的状态，

内部经验就是作者对于景物的感想，正是由于乐华和大文两人阅历尚浅且在阅读时没有带入自己的“经

验”所以难以读懂文章。这也说明，阅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学生不应脱离生活实际理解文章。又如在

第二篇《方块字》中([2], p. 9)，乐华和大文在课堂中学习了很多关于方块字的知识，这让他们对方块字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两人一边走一边讨论看到的字，无论是招牌、里巷名称、还是

广告牌、标语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生活处处皆语文，乐华和大文将语文学习由课内扩展到课外，在生

活中挖掘语文知识，这样生活化的阅读方式，不仅获取了语文知识，而且提高了语文学习的能力。再如

第八篇《诗》中([2], p. 47)，枚叔推荐乐华和大文读俄国的工厂诗，因为此时陶渊明的田园诗已不再适用，

工厂诗和都市诗才是他们生活的写实。正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作品有不同的特色，因此阅读文章时必须考

虑时代背景并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时代的错误者。综上所述，语文教学应当与生

活相联系，应当“以生活为源”这是当前新课改的趋势，也是未来语文教师努力的方向，只有让学生开

展“活”阅读，才能真正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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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视学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教学过程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本 2020 年修订)》明确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要全面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使其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科学人文素质，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7]。所以，语

文老师应基于课程标准，把重点放在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上，使学生通过自主阅读的方式获取知识，养

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同时叶圣陶认为“教育之精髓在于培养好的阅读习惯”，而要培养学生好的

阅读习惯，教师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他认为阅读教学不只是教师的逐句讲解，还需要学生的

参与，因此，叶圣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一套阅读教学过程即“预习–讨论–练习”以进

一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培养阅读习惯。 
首先，谈预习。预习是个人阅读的首要阶段，一般在课前完成，学生在预习中一般通过查字典来解

决字音、字形等问题，在预习结束后还需要接受教师的指导。如在第一章《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

([2], p. 1)，着重叙述乐华、大文两人预习鲁迅《秋夜》和姚鼐《登泰山记》的情况，乐华和大文预习《秋

夜》的步骤是先一行行地默读，遇到不会的生字生词，就用铅笔勾画出来，然后用《学生字典》逐字查

阅，最后在全体通读一遍。文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预习的过程与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叶圣陶先生认

为，在阅读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预习。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教师

在阅读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预习的习惯。 
其次，谈讨论。“讨论”就是“对话”是集体阅读的中心环节，是师生、生生之间相互协作的过程。

如在第九篇《文章病院》中([2], p. 64)，王先生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们

在自主交流与讨论中总结归纳出文字的毛病与种类，老师只对不完善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这样的教学

方式使不同的思维之间产生了交流碰撞，学生在阅读中的疑问也会在这种交流碰撞中得以解决。语文教

师也应该借鉴这样的阅读方法，顺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建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促进学

生阅读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最后，谈练习。练习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策略之一，包括朗读、吟诵、做读书笔记等。叶圣陶先生认

为训练的过程就是要使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成为自己的东西。如在第十四篇《书声》中([2], p. 93)，乐华

等人去拜访王先生，一进门就听见王先生琅琅的读书声，于是师生之间就“朗读”展开交流，原来“读”

也是有讲究的，真正的朗读应该是富有感情和思想的，而不是像和尚念经般地有口无心。王先生向学生

们解释了升降、缓急、强弱等阅读符号的用途，以期让学生通过有感情有思想的朗读，将语言文字的知

识转化成自己内在的东西，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4.《文心》中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在当今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阅读是当今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是每一位语

文教师所面临的挑战。《文心》中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本文将探讨叶圣陶的

阅读教学观在当今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以期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提供借鉴与参考。 

4.1. 激发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要想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就必须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但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存在着阅读氛围

淡、教师引导少、学生阅读少等问题[9]，整体的阅读呈现一种失控的状态，有的学生只读课本，除了课

本以外基本不读其他的课外书；有的学生读了一些课外书，但也存在着追踪读流行和功利性读书等问题。

因此，当代语文教师应从《文心》中汲取养料，帮助学生激发阅读兴趣，养成“读好书、好读书”的习

惯，以增强阅读能力、提高语文素养。 
首先，语文教师在选择阅读材料和教学方式时，要注意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将阅读与学生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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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联系起来，如引导学生阅读与他们兴趣、爱好、经历等相关的书，将阅读内容中的情境与学生的现

实生活相结合，让学生们察觉阅读获得的不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使学生感觉到

实用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学生自然而然会喜欢上阅读。其次，语文教师应组织多样化的阅读活动

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读书分享会、朗诵比赛和文学社团等都是很好的阅读活动形式。例如教师在教

学《雨巷》和《再别康桥》等具有文字美、意境美和节奏美的文章时，就可以通过组织朗诵比赛，让学

生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和口语表达能力，使学生在感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培养阅读兴趣。最后，教师应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阅读的主体，在阅读时要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思考和发现问题，如教师

在讲评阅读理解时，不应告诉学生所谓的“标准答案”而应该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以上，都是《文心》给我们的教育启示。在《文心》中，阅读的场景是随处可见的，通过描写王先生在

图书馆细致地指导学生挑选课外书籍和学生们积极参加读书交流会并主动交流读书心得等场景，都能使

我们感受到学生和老师对于阅读的喜爱。于漪老师认为“激发兴趣是阅读教学入门的金钥匙”[10]。因此，

广大语文教师应该学习《文心》中的阅读教学思想，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增强

学生语文能力。 

4.2. 加强阅读教学与生活的联系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形成语文能力的重要基础，还是训练学

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也把阅读教学放在突出的位置，但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

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出现读不懂、读不准、读不完的情况，其根源之一在于语文阅读教学存在问题，即没

有弄清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文心》旗帜鲜明的告诉我们：语文为生活服务。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适

应生活。因此，语文教师应当回归教学观，树立起“生活即语文”的教学观念[11]，加强阅读教学与生活

的联系，逐步消除阅读教学中存在的“假大空”，使学生能够通过真实情境和生活经历阅读课文、理解

文章，以真正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 
加强阅读教学与生活的联系，就是加强《文心》中枚叔所说的“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之间的

联系。首先，加强学生对“外部经验”的感受，学生对于生活的感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但是对于客观

事物的认识是可以达到与作者相类似的程度。如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所写的，“曲曲折折的荷塘

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就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或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

“曲曲折折的荷塘”和“田田的叶子”等；而在《荷塘月色》中下文所写“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也

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学生阅读到这里会感到难以理解，这是由于学生在阅读的时

候还不能拥有作者此时的生活经历，所以难以理解作者的内部经验。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给

学生创造一个情境，让他们的想象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学生在教师创造的情景中，感受到作者那种身心

轻松、与世隔绝的情感。学生与作者的“内部经验”固然存在差异，但通过加强阅读与生活的联系，就

可以增强学生的“间接经验”，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因此，教师应该明确语文学习的目的，汲取

现代教育理论的营养，从《文心》中获得启示，加强阅读与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实

际生活理解文章、学习知识，为生活化语文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12]。 

4.3. 重视阅读方法的指导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但是要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仅仅靠良好的阅

读习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因此，语文教师应重视在阅读中对学生进行阅读方

法的指导。科学阅读方法不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要多比较、多归纳、多触发、多揣摩，使学生可

以进行有效阅读，从而提高能力、获取知识，让学生在离开教师以后，也能够自主阅读，从而达到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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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期望的“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教学目的。 
首先，老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多比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比法有助于学生对文章进行更深层次的

理解。例如比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这两篇都是写景抒情散文的佳作，却

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荷塘月色》是一篇雅致的散文，文章语言多用叠词，书面语多有用典之

处，如“蓊蓊郁郁”“凝碧的波痕”等，而《故都的秋》则是生活化的语言，显得平实朴素，如“屋角，

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等，以此带领学生鉴赏不同散文写景文字的特点，打破单篇阅读精讲细读

的藩篱，让学生学会在自主阅读中建构知识。其次，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注意指导学生多归纳。例如在

鲁迅的《孔乙己》中，通过引导学生归纳文章中描写孔乙己悲惨遭遇的细节，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脸

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糟糟的花白的胡子”和反映社会冷漠、残酷的细节，如“他们故意高

声喊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等帮助学生揭示封建社会的残酷和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中的

无奈。以此指导学生更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和要点，并将这些信息合成为有意义的记忆，有助于学生在

今后的学习中快速地检索和提取信息。最后，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注意多触发。学生的人生阅历是有限

的，但是由一篇文章，一件事，领悟到别的文章或事，这就是触发。如在朱自清的《背影》中，初读“这

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的流下来了”可以感悟到作者对于父亲的爱和思念，再读时结合自己与

亲人分别时的场景，可以触发学生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使学生感悟到生命的短暂和亲情的珍贵。

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感悟，正如第十三章《触发》中所谈论的一样，读书不能够孤立的读一本书，而要

和自己读过的书、做过的动作、体验过的情感之间相互联系、产生触发，以获得新的体验或感悟。教师

在教学中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使学生获取掌握知识的工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由浅入深的理解文本，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13]。 

叶圣陶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他所创作的《文心》，历经八十余年，至今仍闪烁着熠熠

光辉，其中所体现的儿童本位观和读写生活化理念在当今语文教学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当前

阅读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精读与略读、课外阅读与课内阅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等，都可以从

《文心》中找到解决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文心》中探讨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但《文

心》毕竟创作与上世纪三十年代，虽然面对的主要教学问题没有改变，但所处时代和所教授的人群还是

有所不同。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应当重读《文心》，把握其中的精神内核，结合实际生活，重塑新时代

之《文心》，以期达到叶圣陶先生要求的“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教学目的，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和语文素养，把学生培养成为拥有良好阅读习惯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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