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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圣陶的教育“三观”，是指叶圣陶的教师观、教材观和教研观。教师观的核心是把学生当

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做学生的朋友和榜样；教材观的核心是把教材作为养成学生学习习惯的凭借；

教研观的核心是以如何为学生打下自己学习的基础为目的，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研究内容，

立足实践，求实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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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叶圣陶的教育“三观”

●杨劭斌

一、叶圣陶的教师观

叶圣陶的教师观，概括地说就是：做小学生的朋

友，做中学生的榜样，做大学生的助手。 本文只阐释

前两条。

将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 既是当教师的正确态

度，更是对教育本质意义的深刻认识。 叶圣陶认为，

这种认识和态度，要“出于衷诚”[1]229。 有了这样的诚

心，“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

和拙钝是我的忧虑。 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

了忧虑，我将设法去消除它。 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

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1]229

这段话明确了合格教师的标准， 是叶圣陶教师观的

基础。 有了做朋友的态度，才能学会怎么做朋友。 叶

圣陶认为，具有正确教师观的人可以做到：真诚地耐

心地培养与学生交朋友的好习惯，不唯如此，还要用

亲切与忠诚之心，变成学生家属的朋友，以在培养学

生这一点上取得一致。 叶圣陶认为，对“教育”一词，

“就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

它的含义”。[1]229 养成好习惯的艰难之处有三：任何好

习惯， 没有数年时间积久而成， 差不多都会前功尽

弃，所以坚持难；学生个体差异大，性格各异，资质不

同，没有针对独立个体的教育行为，很多学生少有成

效，所以落实难；学生成长环境愈加复杂，消解甚至

破坏教育对学生的正向影响力因素增多， 没有有效

抵消负面影响力的手段， 不少学生很快就陋习、劣

习、恶习缠身，所以培正难。仅这三例，就足以说明教

师不下定做学生朋友的决心，就难以取得教育成效。

做学生的榜样，一方面告诉了我们如何当一个教

师，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教师意义的深刻理解。教师

的意义是什么呢？叶圣陶先生认为绝不是“教书”，而

是“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1]232

他认为，教师不该认为自己是“教”学生怎么样，“因

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本领，可以把这

套本领双手授予学生”。 [1]233 教师要做的，只是“帮助

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1]233。 教师对自己干什么

的问题想明白了，就知道自己的工作，其实在“做”，

而不是在“教”，也就是说，是给学生做榜样。 如何做

学生的榜样，叶圣陶先生给出了具体建议：做良好品

德的践行者，做以身作则的先行者，做慎始慎终的督

促者，做培育健全公民的合力者，做学生学习的领导

者。前三者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后两者是课业学习的

榜样。

做人的基础在品德，教师灌输概念毫无用处，应

该是自己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努力地做， 同时要求

学生做， 从而使学生在自己带领下， 自然养成做事

“听从良心第一个命令”[1]234 的习惯，这就是教师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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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德的榜样。把自己当作与学生一样平等的人，要

求学生做的事，自己率先做好，只有这样，老师“吐露

出话语来才有力量；使人家易于受感动”[1]234，让学生

愿意把事情做得和教师做的一样，这就是以身作则，

做学生做事的榜样。 不要 “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

情”[1]234，因为“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情比不做还要糟

糕”[1]235。 教师首先不能做任何有名无实的事，更要督

促学生绝不做这样的事。凡事只要做，就一定要做出

结果，长期坚持不变，才能养成认真做事的好习惯。

这就是做学生遇事慎始慎终的榜样。

怎么做人做事才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 课业

学习本在其中，然而课业学习毕竟有特殊性，对老师

而言， 又该如何做学生课业学习的榜样呢？ 认清目

标，作用于人。 每门课自然有自己

独特的目标， 但若只着眼于这一

点，就是只顾眼前，无视长远；只有

科目，忽略“教育”。 教师必须要有

一个观念：“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

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

‘教育’的轴上，才成为推进国家民

族的整个轮子。 ” [1]237 有了这个观

念，教师的一切工作便都会自觉地

作用于人———学生，而不是一切唯

分数是务。这是教育走出应试的功

利误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认识问

题。 教师不唯功利，教师不只管自

己的学科，教师不单为自己，他就能让自己的工作成

为教育的一“辐”，这才承担了教师真正的责任。教师

如此“做”，学生才能如此做。 教师要做育人的合力

者，正是他在课业学习上给学生做的榜样：为正确的

目标而学习。

叶圣陶先生始终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最终

目的是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 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

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教师怎么教学生，才能真

正明白教师应该怎么教。 学生的学习能力如何培养

才成？好的学习习惯如何培养才成？主要靠学生自己

不断积累经验，持久方成习惯。教师决不可以专做讲

解的工作，因为教师专做讲解的工作，就是让学生做

“听讲到底”的被动的事，从而“教学生一味听讲，实

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者什么都不想， 无异

于摧残他们心思活动的机能”[1]236。 这样残酷的教育，

背离了让学生学会自己学的方向， 结果只能是南辕

北辙。叶圣陶先生因此主张教师应该做“领导他们共

同讨论”[1]237 的事，“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 我要教他

们试读、试讲、试作探讨、试作实习，做的工作比仅仅

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1]178。

二、叶圣陶的教材观

对叶圣陶教材观的一种错误说法是： 叶老说过

“教材无非是例子”， 既是例子， 当然可以有多样选

择。 其中差谬，不正本清源，就会贻害不浅。 这句话，

实际上是有人断章取义，故意曲解叶老的本意。叶老

的原话是批评教师把教学变成简单的一讲一听活

动， 进而阐述该怎么讲这个

问题时所说：“知识是教不尽

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

地用心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

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

凭借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

举一反三……教师就要朝着

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

要地‘讲’。 ”[1]126 他主张教师

应 最 大 限 度 地 用 好 教 材，而

绝 没 有 半 点 教 材 可 有 可 无、

可此可彼的意思。 例子是示

范，是 凭 借，是 基 础，没 有 这

个基础和凭借，用什么给学生示范？ 没有示范，如何

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说“无非是例子”，是讲教学不能

只让学生知道教材里讲的是什么，而是要以此为例，

去经历学习“过程”，学会学习“方法”，这才真正体现

了教材的功用。

叶圣陶先生的教材观是： 教材是习惯养成的凭

借；教材要按条理组织；教材要着眼于让学生应对生

活所需；课外书也该认作一项教材；教师要能自己开

发教材。这些认识分见于他的诸多论文中，在他拟定

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1]86 中还有专门说明。 如果

教师能全面理解他的教材观， 就能促使我们多想想

该怎么把教材用好用活的问题，避免教学深陷练题、

讲题的应试怪圈； 多想想如何用教材让学生走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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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识的正路，避免教学迷途于单纯地讲与听的机

械活动的无效误区。

三、叶圣陶的教研观

教学研究，在叶圣陶看来，是每个教师都应该自

觉去做的一件事，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然而现实的

状况是，真正自觉教研的人少，不少人认为教研是神

秘无比的事，因而不敢有研究的心思；也有不少人没

有正确的教师观，并不为育人而工作，只为完成教课

任务而工作，所以懒得教研。加之一些教研活动喜欢

玩弄各种术语、概念，甚至用一些吓人的提法试图开

宗立派，然而其宣讲的很多东西，对一线教师却无实

际之用，于是更增加了对教研的隔膜。学习叶圣陶的

教研观，让每个教师认真教研、有效开展教研，非常

必要。

要教研，首先做的是调查，团队教研如此，个人

教研也是如此。叶圣陶认为：“多少年来，语文教学的

效果不怎么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

做些研究。 要研究，首先就得调查。 ”[1]187 需要调查的

项目很多，“特别需要调查和研究的是语文训练的项

目和步骤”[1]187，在调查基础上进行教研，这是叶圣陶

教研观的基础。

教学研究要在怎样“达到不需要教”上下功夫，

这是叶圣陶从教育目的角度提出的教研观。“教任何

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1]170 这是叶圣

陶给《中学语文》题词中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

也是叶圣陶教育理论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

要成果。怎么就达到不需要教的目的了？学生有了学

习的好习惯，有了自己学习的能力，就不需要教了，

也就是学生能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

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

和熟练的能力。 ”[2]170

教学研究一定要立足实践，用于实践。如语文学

科，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吕叔湘先生提出

“十年时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

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2]的质问之后，语文教

学研究经过几次轰轰烈烈的大阵仗，10 年前又在全

国实施《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做了这么

多事，学生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显著提高？参照叶圣

陶的看法，我们试着想这几个问题：多数学生（不敢

说每个）常用汉字认读书写过关没有？多数学生阅读

水平达到基本要求没有？ 大多数学生是不是具有了

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大多数学生是不是都有了

良好的作文习惯，并能写基本通顺感情真实的文章？

对所有学生展开调查，估计是一项完不成的工作，我

们可以参照各个地方公开发布的高考试卷抽样分

析，就知道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厉害。 所以教

研仍该坚持“不要提出一些抽象空泛的题目，找些人

来泛泛地议论一通”[3]186，要更加强调立足实践。

教学研究立足实践的根本途径是研究课堂。 研

究课堂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听课。 叶圣陶明确提出

听课“着重在学生，看怎样的教法使学生得到实益”[3]189

的主张， 对老师教课 “要看老师是不是善于启发学

生，善于引导学生，效果如何，要看学生到底是不是

真有所得”[1]218。 这种主张和具体做法， 没有任何玄

虚，却是对长久存在甚至于今尤甚的表演课、彩排课

等虚假研究课的救弊良药。教学研究，抱定从学生所

获、学生如何获，反过来促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的宗

旨，才能推动教学与教研永远走在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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