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教学 2015.11

专家评述
Z HUANJIAPINGSHU

任何事物都需要命名。 命名

其实是诞生一个新的概念， 而新

的概念的诞生则意味着理性思维

水平的提升和理论建构的开始。
命名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的过程。

“ 12 岁以前的语文”是一个

相当精彩的命名， 是对语文、对

语文教育的深刻认知和深度建

构。命名者是特级教师孙双金和

他 的 团 队———南 京 市 北 京 东 路

小学。

“ 12 岁以前的语文”闪烁着

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理想光芒，洋

溢着对儿童、对儿童母语学习的

无限情怀，以及命名者的文化修

养、审美能力，还有那可贵的才

情和创造精神。
我总觉得， 我们应当对“ 12

岁以前的语文” 致以深深的敬

意，并报以真诚的掌声。 尽管它

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进一步

完善，但它似乎是一扇新大门的

开启，那新鲜的空气涌来，那灿

烂的阳光以新的方式又一次照

射在语文世界里。

“ 12 岁以前的语文”究竟怎

么理解？ 它的价值、意义究竟在

哪里？ 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文化启示和教育启迪？ 南京市

北京东路小学的这一组文章解

读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也是比

较清晰的。
其 一，“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语文教 育 的 理 念 和 主 张———
真正的儿童的语文。

“ 12 岁以前的语文”是真正

的“ 儿童语文”。 儿童期，是人生

中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一个阶

段。 活泼泼的生命、多姿多彩的

梦想、 抑制不住的伟大的可能

性，还有那幼稚中的深刻、可笑

中的智慧，以及对母语的好奇和

渴望，对于这些，我们的教育是

否深悟到了？我们的语文教育是

否与他们的童年相契合， 相连

接，相融入了？回答是，我们关注

了，但不深入；我们努力了，但方

向还不够准确； 我们开始改变

了，但方式还不够灵活。 这一切

的一切，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语

文教学的“ 少慢差费”，是“ 语文

课程地位性的缺失”“ 教学内容

丰富性的缺失”“ 语言习得规律

性的缺失”。如果再往深处讲，是

儿童学习母语规律的缺失，是儿

童的缺席。 儿童不在场，小学还

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小学

语文还是“ 小学”语文吗？还是语

文吗？
基 于 对 小 学 语 文 教 育 对

象———儿童的追问，“ 12 岁以前

的语文”把小学语文罗盘的指针

牢牢指向儿童，让儿童在整个语

文教育的坐标体系中处在核心

地位，让儿童站在母语教育的中

央。“ 12 岁以前的语文”追求的

是真正的儿童自己的语文。不仅

如此，“ 12 岁以前的语文” 突出

“ 12 岁以前”， 所强调的是语文

教育必须关注儿童身心发展的

特定规律和认知风格，必须关注

儿童心理的变化以及社会性发

展的需求。这样的关注必然会使

小学语文教育更注重科学性，从

经验层面向科学理论层面，也就

是孙双金所说的，从“ 技”的层面

向“ 道”的层面的改革。 这正是

“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的 核 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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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正是孙双金和他的团队的语

文教育主张，他们把对语文的追

求投射到语文课程的建设中去，
闪烁着他们一颗闪亮的童心。

其 二，“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学校语文课程体系的整体思

考和综合设计———贯通、衔接的

语文课程。
所有课程到了 学 校 就 拥 有

了一个新的身份———学校课程。
同样的，国家规定的、国家审查

的语文教材，到了学校，就成为

学校语文课程建设，它必须前后

打通， 呈现一个开放的状态，形

成儿童语文教育的大格局。大格

局的语文，才会让儿童语文学习

有大视野、大梦想、大追求。小学

语文其实不小，这就需要我们有

战略思维，进行整体思考和综合

设计， 建构学校语文课程体系。

“ 12 岁以前的语文”体现的就是

这样的语文课程体系观。
首 先，“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儿童期三个阶段的语文教育：

0～3 岁，3～6 岁，6～12 岁。“ 12
岁以前的语文”跳出了小学语文

这一框架，在前瞻终身的语文学

习，关注衔接。而且，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重点和功能：0～3 岁，
建构基于倾听的家庭语文学习，
让儿童健康度过语言发展的储

备期；3～6 岁，建构基于游戏的

伙伴语文学习，让儿童在语言发

展敏感期获得更好的发展；6～
12 岁， 建构基于语言交往的学

校语文学习，让儿童在语言发展

关键期的语言学习得到优化。家

庭语文学习、 伙伴语文学习、学

校语文学习，三个阶段的语文学

习有了不同的名称； 基于倾听、
基于游戏、基于语言交往，三个

阶段有了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

学习方式。这些表述仍可继续完

善，但有了比较清晰的划分。 显

然，这是一种体系的建构。
其 次，“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三种不同形态的语文。“ 12 岁

以前的语文” 是一个大概念，国

家所规定的、所审定的语文教材

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但不是唯一的，它还包括其

他两个部分： 一是校本语文课

程，一是教师自己开发的语文课

程。这样，国家语文课程、校本语

文课程、 教师开发的语文课程，
三种课程形态组成了一个完整

的语文课程体系。之所以建构这

样的课程体系，是为了从学校和

教师的实际需要出发，形成学校

语文教育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

满足学生更丰富的语文学习和

发展需要，改变一本语文书支撑

语文教育界的格局，让三根支柱

共同支撑起语文教育的广阔天

空。这也体现了北京东路小学教

师宏阔的视野。
再 次，“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三块基石所组成的语文。这三

块基石是：国学经典、古典诗歌、
儿童文学。 之所以称为基石，是

因为它们是儿童语文学习、儿童

语文素养提升不可或缺的基础。
无疑，国学经典是为了在语文教

育中进一步强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育， 让语文教育有根、
有魂， 让仓颉造字的灵感不灭，
让美丽的中文永远不老，让每一

个汉字都讲述一个中国故事。无

疑，古典诗歌教学是为了弘扬中

华诗教的传统，当然不是为了培

养小诗人，而是为了让儿童有诗

意，一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言：“ 我

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 诗境，但

却不一定要做诗。 ”包括儿童文

学在内，这三块基石进行的语文

审美教育， 让儿童有美的生活、
美的人生。 康德所言之“ 美非功

利而愉悦，非概念而普遍，无目

的而合目的”大概正是“ 12 岁以

前的语文”所追求的。
其 三 ，“ 12 岁 以 前 的 语 文

“ 是语文教材的优化以及所构建

起 来 的 教 学 范 式———以 自 主 学

习为核心。

学校语文体系 的 建 构 少 不

了教材的建设。“ 12 岁以前的语

文”开始了语文教材的变革。0～
3 岁、3～6 岁的语文课程教材正

在酝酿中，6～12 岁的语文教材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是整合，将

国家课程教材与其他形态的课

程教材打通，整合文本的核心内

容，凸显文本的表达方式，突破

单独教学，同时跨越单元前后的

界限。二是把其中的校本课程教

材形成自己的组织方式， 由导

读、经典选文、延展阅读三个模

块组成。 这样的组织方式，利于

学生的自主学习。三是让教材活

起来，把阅读和活动相结合，“ 娃

娃国学院”成立了，小诗人走来

了，好书漂流起来了，小作家诞

生了等活动，让生活成了活化的

教材。

教材编织方式 的 变 革 必 然

带来教学方式的变革。这些教学

方式的背后是与“ 12 岁以前的

语文”相适应的理念：不求甚解

的国学诵读，广泛积累的诗词背

诵， 剧本表演的儿童小说阅读，
仿创式的现代诗歌阅读，多种媒

体互动式阅读……而这一切都

是以儿童自主学语文为核心，以

儿童快乐学语文为境界。

“ 12 岁以前的语文”还只是

在探索、完善的阶段，不过，它已

显现了一种新的曙光，给它以高

度的评价并不为过，它的价值是

毋庸置疑的。其价值不只是在于

语文本身，还在于它锻造了语文

教师的品质： 即强烈的课程意

识、 可贵的创新勇气和精神、较

强的开发能力， 以及建构的智

慧。 学生发展了，教师的专业水

平提高了，这就是“ 12 岁以前的

语文”最大的成功。

在我看来，北京东路小学的

语文教师都是“ 12 岁以前的儿

童”，可爱，可敬，可学。

（ 作者系著名教育专家）

（ 责任编辑 郝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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