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握核心权力和主要资源的官员们 ，拿出非凡的勇气， 

广纳民间智慧，制定全套方案和时间表，付诸持之以恒 

的行动。可现实呢? 从汉字特性 因某校6名小学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该县教育局 

一

副局长和教办主任被停职。教育部就此发出通报，要 谈语体教育 求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 
出了极端事件，马上高度重视、发文通报，或严厉要 

求，或坚决禁止，应急功夫看来是做到了，但为何往往禁 
而不止，年年如此?似乎我们总是在做修修补补的表面 ◎吴海宁 

文章，总是在扬汤止沸。学校乱收费了，我们是这样；有 
人违规组织补课了，我们是这样；特长加分大面积舞弊， 语体是语感的组成内容之一，王松泉先生在《语 

我们是这样；择校闹得太不像话了，我们是这样；民工为 教学原则新论》一文中将语感表述为：“语感是 (学 

孩子上学问题请愿到报社了，我们是这样 ；大学的各种 者 )对言语 (包括口头言语、书面言语 )准确而又灵敏自 

行政评估泛滥成灾 ，我们是这样⋯⋯ 感受、领悟能力，它并不局限于对语音和文字符号的瘪 

而这些积弊的根源和真正的解决之道，真的没有人 觉，而是同时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 

知道吗?比如择校问题 ，根本要害是大力推进公立基础 动过程。”就组成要素而言，笔者认为，语音感 、语义感 

教育的均衡化，为什么却始终没有一个时间表?比如，中 语法感、语体感等构成语感的四大内容。语音感是对口 

国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也是一个根本问题。温总理 言语的语音、语调和语气等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能力，亩 

也为学术大师难产而焦虑，但靠政治家、靠教育行政官 义感是对词语的思想意义和情感色彩的敏感，语法感 

员或任何从上而下的工程，就能生产出大师来吗?还有 对语法现象的敏感，而语体感是对 “语言文字形体和 

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我们的民办教育为什么不能蓬勃 谈举止是否有礼貌 、用语是否得体”的敏感。对语音、 

健康发展?为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我们提供了一个怎 义、语法的论述已多矣，在此我仅从对汉字特性的分析c 

样的政策环境呢? 谈谈语体教育。从语体感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语体包 

公立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大学的自主权；民办教育 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形体 ，--j 

的健康发展，等等，这些基础问题，又是与真正推动中国 说话者身体行为，三是用词是否得体(是否选用了最i 

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一重大命题紧密相关的。若不正 当的词来表达相应的意思 )。 

本清源 ，不切实展开系统改革 ，那么，所谓素质教育无疑 语言文字是有一定的形体的，汉字尤其如此。汉字j 

将永远是一句空话、官话。中国现行教育中普遍缺失的 中华文化的载体，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是一种表j 

乡土教育、公民教育、法治教育 、终身学习能力培养、创 文字，其根本特点就是字形有意义。汉字有三美 ，鲁迅1 

造性培养等重要元素，又何时能进入我们孩子的课程 说：“写山日 ‘峻赠嵯峨’；状水日 ‘汪洋澎湃’；‘蔽芾j 

表? 茏’恍逢丰水；‘蹲妨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涵，遂具 

也许，有些人觉得我们的孩子只能接受应试教育的 美：意美以感心 ，一也；音美以感耳 ，二也；形美以感目，． 

宿命一 而且是世界上最严酷最变态的那一种，甚至有 也。” 

的人觉得现在的教育并没有不好。那么，还请他们听听 鲁迅先生认为，对汉语的感受、领悟要从语义、语 

美国人的自我批评，放眼看看世界，想想未来，我们的孩 语体三个方面来把握。这是很有道理的。汉字的形成是 

子将要生存的世界，存在标准答案吗?逼迫他们将十几 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 

年二十年的生命投入到背诵和做题中，培养的是什么样 义，横竖撇捺折这五个笔画看似无奇，但却因为其能组 

的“2l世纪的技能”? 成千上万个有着独特意义的字而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我们的学生，有 的已考试成癖 ，有的已考试成 一撇一捺这两个笔画
，就能组成 “人、八、入”，而无论 

“霸”，有的已经用上了兴奋剂 ，而中国教育洗心革面的 “人”字
，还是 “八”字、“入”字无不向人们演绎着不 

整体解决方案还要等到何时? 的传奇
。 因为形体的不同，字音也不同，字意更是有着 

壤之别。 

作为“汉字起易说”创立者的现代著名汉文字学 

·名人名言·我锕为祖 ’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拭 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 一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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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垒鱼鳢 
萧启宏先生认为，“汉字不仅是记 

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 

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 

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经过近 

十年的研究 ，他发现了汉字 “字形 

藏理，字音通意”的总规律和 “同形 

同宗，同音意通”的总联系。从他用 

易经理论对“人”的分析中，我们不 

难发现汉字独特的语感美。 

关于 “人”字 ，他编经文如下： 

“撇捺互撑，站立为人。伏羲姓妊， 

女娲造人。人音通仁，仁义为 

本。不行仁义，非是真人。”他 

解释说 ：从语体上看，“撇捺互 

撑，站立为人。”人字，其形最 

为简单，一撇一捺。这一撇一 

捺，即不是离散的 “八”，也不 

是交叉的 ”×”，而是接触互撑 

的”人 ”。看上去是一个侧身站 

立的人(象形 )。这样简单的一 

个象 ，包藏了人字极其深刻的 

道理。它告诉您做人的两个基 

本要求： 

第一，站起来。站起来是做 

人的第一步。人与群兽的分野， 

第一步就是直立行走。站起来 ， 

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是指 

生理上的站起来，而且是指经 

济上、思想上、文化上的站起 

来。否则，就是别人的附庸。 

义为本。”人字，其音通仁。仁字从 

人从二，为我外之人，不是一个人， 

而是复数 ，很多人，即一个社会群 

体，意为仁爱。 

“不行仁义，非是真人。”⋯⋯① 

从汉字成字之 “六书”来看，形声字 

占到了总数的 80％以上 ，形声 、会 

意、象形字总数 占到了总数的92％ 

以上，而无论是形声、会意 、象形字 

都是用一定的 “形”来表示一定的 

意义，离开了形，汉字便无任何意 

穷乐趣。 

汉语中有语体信息的汉字 、词 

语更是数不胜数。一个 “尖”字，它 

有形 ，那是上小下大之形 ；它有义， 

那是 “上小下大之物”的特性；更为 

有趣的是，用线将小之首笔与大之 

两末笔连结 ，“尖”形也可现 ，真是 

令人拍案叫绝。一个 “休”字 ，意为 

人靠在树旁小憩，不仅有动作，还有 

行为之美，无不令人称奇。 

从字体的演变历史来看 ，汉字 

第二，讲仁爱。因为人是互相支 

撑的社会群体，任何人都需要互相 

帮助，所以要讲仁爱，这是人性之 

本。 

从语义上看，“伏羲姓妊，女娲 

造人。”我们中国的文化认为，伏羲 

是人类的祖先，是 “三皇五帝之 

首。”女娲是伏羲的妹妹，也是伏羲 

的妻子。古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 

从中国姓氏学的角度看，伏羲是开 

创妊氏的元祖，伏羲为妊姓，所以人 

与妊通音，故人字授音以 “妊”。 

从语音上看，“人音通仁 ，仁 

义，这是汉字成字的规律，是汉字作 

为中华民族文字的民族特性。 

汉字的民族性还表现在汉字不 

仅成为交际的工具，更上升为一种 

文化，形成了多种独特的艺术，如对 

联、书法艺术等。 “琴棋书画”为古 

代读书人之 “四绝”，这书，便为写 

字之艺术。书法家，一种对特殊艺术 

特殊人才的尊称 ，无不向世人显示 

出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的崇高地 

位。每逢婚嫁 、过年、过节 、建房、搬 

迁 、庆典 ，红纸黑字对联上楹 ，甭提 

多有韵味。无论是名山奇楼，还是小 

桥人家，你处处可见对联给人的无 

经历了 “甲骨文一金文一篆 

文一隶书一楷书一草书一行 

书”的字形演变历程 ，同一 

个字 ，用 “甲骨文 、金文、篆 

文、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来书写 ，其形体各异；不同的 

人来书写，由于自身对语体 

的感悟不同，既便是用同一 

种体来摹写，也无法达到完 

全一致。可见 ，用语之人由于 

时代、个性的不同，其语体感 

相隔迥异呀。 

以上，我仅从语言文字 

本身所具有的形体这一角度 

对语体做了一些解说，关于 

语体的 “说话者身体行为” 

和 “用语是否得体”这两个 

方面的知识还有很多值得研 

究，在此，我仅各举一例加以 

说明： 

一 是说话者之身体行为，这是 

语体感的一项重要内容。说话不仅 

仅是用嘴说 ，还要有必要的肢体行 

为来补充，这些行为应结合表达内 

容的不同有所不 同，一 “哭”一 

“笑”，“哭”之肢体行为与 “笑”有 

截然不同，当哭时则作痛苦状，当笑 

时则作高兴状。在说话时身体行为 

要合适，这是语体感的一项重要内 

容。 

二是用语是否得体 ，这关系到 

说话的效果。不准确的用词极有可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错误的言辞 

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所谓 “到什么 

山唱什么歌”、“遇什么人说什么 

话”，正是指用语要得体呀! 

语体感做为语感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不能独立于语音感 、语义感 、语 

法感，而应与其相融合，语感过程并 

不是孤立的、单纯的感受过程，而是 

与多种智力活动密切相关的过程。 

语文教学对学生的语感培养的最高 

境界就是实现学生能够不凭 “语 

法”而凭 “感觉”活用语言。那如何 

形成语体感呢?笔者认为，我们应努 

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 是把汉字教学列为语文学科 

教学之中，在 《语文课程标准》②中 

有很多的论述应引起每位语文教师 

的高度重视。在 “课程目标”之总目 

标之6有 “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 

并有一定的速度。”在 “阶段目标” 

中，《标准 》分阶段提出了具体要 

求 ：第一学段 “识字与写字”的第 

3、4，第二学段 “识字与写字”的第 

4、5，第三学段 “识字与写字”的第 

2、3，第 四学段 “识字与写字”的第 

2、3等。仔细分析这些具体要求，我 

们不难发现：《标准》的编写者站在 

教学的前沿，对如何进行汉字的语 

体教学指明了方向。 

第一 ，中国的语文(母语 )教学 

要充分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进 

行民族化的构建。这是很重要的，直 

接关系到汉字的生死存亡。唯有本 

民族的东西才是独特的。 “从三到 

万”的教训不能重演，我们也不能 

固步自封，要将汉字教育与现代技 

术联系起来，从事现代化的汉字教 

育。对学生进行汉字教育，有利于学 

生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 

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 

族文化智慧。对学生正确地理解和 

运用祖国语文、正确的语文素养的 

形成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学生进行汉字教育，要 

从小做起，循序渐进，要从培养习惯 

人手，从形体美学的角度加以引导， 

构建学生自我的汉字形体意识 ，写 

标准的字。《标准》对这一点体现得 

尤为明显。从第一学段的 “掌握汉 

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 ， 

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 

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养 

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 

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第二学 

段的 “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 

字 ，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用毛笔临 

摹正楷字帖。有条件的地方，可学习 

使用键盘输入汉字。”至第三学段 

的 “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 ，有一 

定的速度。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 

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到第四学 

段的 “在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 

字的基础上，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 

字，提高书写的速度。临摹名家书 

法，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一学段 

的要求承接前一学段，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对如何学习书写汉字，如何 

形成汉字的语体感从 “书写”这一 

角度做了详细要求。这些理应成为 

广大语文教师教学的一个重要关注 

点。 

第三，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礼 

仪教育。要从民族礼仪学的角度对 

学生的 “说话者身体行为”和 “用 

语是否得体” 两项内容进行引导， 

培养学生正确的语体意识。 

二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学习汉字 

传承文明之风。这也是极为重要的。 

没有良好的学习氛围，没有全社会 

的广泛参与，只走形式 、跑过场 ，是 

不行的。对社会上不规范用字之行 

为要进行适当地教育 、引导，这也是 

很必要的工作。 

综上所述，对学生进行汉字语 

体感的教育应做为语感的一项重要 

内容，成为母语教学中一项不可或 

缺的部分，广大语文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在这一点上应达成共识。语体 

教育不能脱离于语用过程 ，要在语 

用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由浅入深 、循 

序渐进的教育，不可操之过急，也不 

可掉以轻心。 

·名人名言·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赫尔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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