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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北冥有鱼，其
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贺知章的
《回乡偶书》，庄子的《逍遥游》，这些千古传诵的
诗词和名文， 入选了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标的
背诵篇目。 对比 2001年的课标，语文新课标要
求学生 9年背诵的诗文内容增加了不少。 但这
一变化遭遇到家长和学生的质疑， 质疑的关键
不在于背诵诗文的增多，而在于“无用的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一些学生家长担
心，学生学业压力增大，学生可能陷入新的“无
用背”的怪圈。 何为“无用背”？ 就是学生为了考
试而背，考试过去了，就什么也忘记了；如果试
卷中没有考到，就感觉“白背了”；还有一种说法
是背和用是两回事，背诵优秀篇目，本该对写作
有益，但学生却感受不到。 因此，增加背诵篇目
也就难免遭到质疑。

一
许多学生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重

在做练习题和考试，而一些考试，更是在生僻字
的考查上乐此不疲。 当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
做题目和应付考试上时， 究竟又有多少时间能
够用来背诵？ 此外，语文教师在激发学生背诵兴
趣上缺乏有效的措施， 不善于引导学生活学活
用背诵的优秀篇目； 语文教师又没有充足的时
间给学生背诵；而学生为了考试，被迫背诵，这
才是背诵遭遇质疑的主要原因。

与学生的意见相反， 老师们认为不管是义
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教育阶段， 增加背诵篇目

是有必要的，多背诵优秀篇目自然有许多好处。
许多大作家就是从背诵优秀篇目开始的， 如茅
盾能够背诵全本的《红楼梦》，又如余秋雨，他曾
说过：“幼年囫囵吞枣背诵下的大量的传统经典
文章，在成年后，源源不断的给自己提供学术上
和写作上的源泉。 ”温家宝总理就喜欢在谈话中
引用诗文名句，贴切而又亲切。

还有，我国古代先贤写下的大量诗词歌赋，
内容博大精深， 很多诗词本身就已经成为表达
思想感情的最简洁、最精准的语言细胞。 对于今
天许多连母语都不能流畅运用的孩子来说，提
供了模仿的蓝本，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因
此，增加优秀经典篇目的背诵，是成长成材之所
需，把这些千古名篇背下来，能极大地促进其运
用现代汉语的水平。 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希望
再现曾经的一味死记硬背， 而是应该积极利用
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教学资源帮助学生营造逼
真语境，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教学内容和形式要
更直观、生动、形象。 那样，他们的背诵和理解就
会更深刻，从而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传承传统
文化。

二
背诵是一种学习的基本功， 需要从小培

养，虽然现在不提倡古人背诵四书五经的做法，
但短小精悍的诗文还是要背诵的。 吉首大学师
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明辉先生指出， 现在很多
学生不会写作文，最大的因素就是没有素材，而
多看多背经典无疑就给学生提供了写作素材，
尤其在小学阶段，是学生的记忆黄金阶段，背诵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太难之事， 当然他们不一定
能完全理解文章的含义， 但最终还是能通过背
诵达到领悟的目的。

王明辉建议学生，要熟读成诵，理解中自然
牢记诗文。 他说，这就要求老师领诵和讲解中充
分调动学生的审美能动性， 使学生感到无限的
趣味，这样才会理解深透，记得住，记得牢。 寓教
于乐。 文学是人学，最终是培养人，使人成为真
正的现代意义的人；但是文学首先是美学，主要
是教孩子们懂得认识美欣赏美运用美， 是在潜
移默化中获取美的知识，懂得人生的道理，要坚
决反对和摒弃生硬野蛮的所谓哲理灌输， 使他
们心灵受伤，对优美的文学作品永远望而生畏。

语文不仅仅是一门运用工具， 它更是一门
提升自我素养的修炼科目。 龙山高级中学教师
兰华青说，学生多读经典，可以从中学到古人许
多优秀的东西，比如《三字经》、《弟子规》、《论语》
等， 无一不是教人为人处世， 让人明白人生哲
理，获得优秀品质的文章。 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
生子女，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关心他人，平
时爱与人计较，缺乏宽容之心，而通过读相关经
典，可以让他们改变自己，弥补自己的不足。

三
也有专家认为，教材中还有不少观点陈旧

的诗文，那是应该逐步清除的。 如北师大版四
年级(上)的语文教材中有一首叫《桥之思》的新
诗：“桥是路的连接和延伸 /桥也是路，是没有
路的地方的路 /……它们的基本功能都是沟
通、交流，使没有路的地方有了路 /……”最后

还来了一点哲理升华，让人无语。这也叫诗？还
堂而皇之收入小学教材，让孩子背诵、家长签
字。

有个家长说：“每当我在背诵课文上签字的
时候，不是手在颤抖，而是心在颤抖。 这类垃圾
文字，孩子们背多了，那要受害一辈子的。 ”

教材篇目选择非常重要。 李商隐《乐游原》，
当然是名篇，但是由于黄昏晚景的美丽，早就赋
予“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的人生晚年
的象征意义，对于少儿来说，未必合适背诵。 泸
溪一中莫伯芳老师说， 登山之时， 西天残阳如
血，那种残酷之美，令人感伤。 当然，面对斜阳，
有时确实有温馨之感， 但这都是中老年人才能
体会。

许多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把枯燥
重复的作业省去，把时间用来学习古典诗文，不
但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反倒能使孩子们
神清气爽，平添书卷气和文化味。 但是，由于小
升初，初升高，尤其是高考指挥棒下，各科作业
量很大，要高质量完成课外阅读，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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