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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学汉语语法教育几经曲折，相关讨论至今不断，出现了两次讨论的高潮，形成了一些主流的看法：语法

教学宜改进不宜淡化；语法教学要实际且实用；教学语法体系要稳定统一；语法教学要有开放性。本文总结了

前辈学者对我国中学语法教学的相关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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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汉语语法教学的两次大讨论

我国的中学汉语语法教学这一话题曾吸引诸

多语文工作者参与讨论，并在 20 世纪形成了两次

讨论热潮。
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暂拟系统》的产生和

语言学界的诸多讨论为标志，语法教学俨然成为语

法研究的一个分支科学。当时制定了《暂拟汉语教

学语法系统》，语言学家黎锦熙、张志公、任铭善、吕
叔湘、王力、徐世荣、殷焕先、朱德熙、文炼等均撰文讨

论中学语法教学问题。邵敬敏主编的《汉语语法史

稿》中，1949 年至 1978 年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分

支学科”便 包 括 了“汉 语 语 法教学的研究”，这在

《史稿》所撰其他时期语法研究分支学科中是未曾

见到的[1]。
二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三次会议的召开

和语言学者、教材编纂者、语文教师等的诸多讨论

为标志。1981 年，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研讨会”在
哈尔滨召开，会议旨在就当时的语法研究和语法教

学问题展开交流，就拟定一个教学语法体系和教学

法问题交换意见[2]，制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

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1991 年首次“中学语法

教学研讨会”在京召开，讨论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

提要（试用）》，吕叔湘先生作书面发言，会后成立了

以特级教师陶伯英为负责人的“中学语法教学研

究”课题组。1995 年第二次“中学语法教学研讨会”
召开，“中学语法教学研究”课题组提交《中学语法

教学实施意见》试用稿。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讨论是群众呼声、教学需

要的结果，是语法教学所必不可少的拓荒式工作；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大讨论则是为总结之前的经

验，解决因语法教学不当、效果不佳以致出现“淡

化”语法教学呼声的问题而展开的总结与革新式的

工作。

二、学界关于中学汉语语法教学的基本
观点

长久以来，我国语法学界、语文教育学界关于

语法教学的讨论颇多，也形成了一些主流的意见和

看法。
1.语法教学宜改进不宜淡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学生、民众等

普遍存在的语言不规范问题，中学语法教学和语法

知识的普及受到了高度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语

法和语法教学研讨会”召开，语法教学的重要性再

次得到强调。1985 年张志公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指出

语法教学会“直接影响下一代人的语言水平”，责任

重大[3]。同时期，有的中学教师也认为，教授语法知

识对于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全民族语言纯洁和精

神文明建设均意义重大[4]。20 世纪 90 年代召开的两

次中学语法教学研讨会上，参会者也认为中学语法

教学不宜淡化，只能改进。强调语法教学的重要性

与其本身的价值是密不可分的。学校语法教学，不仅

可以让学生认识母语的规律，还能指导阅读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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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开发智力[5- 6]。
2.语法教学要“实际”和“实用”
“实际”指的是教学内容和方式要符合语言的

实际情况，符合学生和老师的实际水平，符合时代

发展的实际要求，即要具有“科学性、教学性、群众

性、时代性”[7]。“实用”是就教学内容和目的而言的。
胡明扬强调，中学语法课是实践课，不是知识课，更

不是理论课，“是为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

的实际能力服务的”，“不必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和理

论性”[8]。王力指出，学校语法教学应注重实用性，所

谓“实用”，即“各个词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什么情

况下不适用”[9]。张先亮也认为“实用性是教学语法

的基础”[10]。“实用”并不意味着要忽略语法概念和术

语。因为术语是工具，没有术语便不好对一些语法

作出解释。不过应该正确对待术语，不能脱离实用

而谈术语[8、11]。
为了达到实用的目的，语法教学的内容应有所

筛选，即选择那些对提高中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有

帮助的知识来教，选择学生容易错、不熟悉的内容

来教。这点朱德熙先生作了很好的总结，即“用尽可

能少的语法术语去分析他们最容易弄错的句式”[12]，
重点是“长句结构分析和书面语虚词的用法”[13]。

3.教学语法体系要稳定、统一

“稳定”是就时间而言的，体系不宜经常变化，

应该趋于保守；“统一”是就空间而言的，全国要统

一采用一个中学教学语法体系。王力先生提出语法

教学要根据汉语课本，“需要一个全国统一的、首先

是在中学里统一的语法体系”进行教学[14]。20 世纪

80 年代，王力继续倡导建立“可以稳定、比较保守、
不要常常修改”的学校语法[9]。在此之前，吕叔湘也

曾提出区分三类语法：系统语法、参考语法和规范

语法。学校里的教学语法就是规范语法，“主要目的

是说明什么样的词句是合乎语法的，什么样的词句

是不合语法的”[5]。
4.语法教学要有开放性

“开放性”主要是指教学要视野开阔、方式灵

活、内容多样，与课文、作文结合，在用中学；不仅局

限于语法概念本身，还可以和修辞、语用、逻辑结

合。黎锦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之初便指出要“从课

文中找例子来讲解语法，激发同学兴趣”[15]。吕叔湘

指出，作文评改示范对语法教学最有用[16]。陶伯英受

吕老意见启迪，在课堂上作了相应试验，认为“结合

作文评改讲语法，是语法教学亟待开拓的一条途

径”[17]。朱德熙认为，语法教学要“与阅读、写作结合，

才有实际效果”[18]。显然，二位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
周一民提出“融入性”策略，认为“目前语文教材中

的语法知识显得与课文内容脱节”，应该让课文“起

到语法规范读本和教学语料库的作用”[19]。
王力指出，“语法可以结合修辞逻辑来讲”，但

结合不是混同，还是要分清三者的界限[20]。吕叔湘、
胡明扬也认为可以开展修辞和逻辑思维的训练[8、21]。
这样便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把静态的、死的语

法知识变活了，是“动态的语法教学”[22]。

三、中学汉语语法教学的现状与思考

进入 21 世纪，语法教学仍有不断被“淡化”的
迹象，因而一些学者和老师再次呼吁重视中学语法

教学。
张先亮指出，中学语法教学有淡化趋势，而同

时中学生语言水平却越来越差[10]。周仁良以《语法知

识教和考何罪之有？》为题，批评对语法知识教学、
考试的狐疑[23]。周一民也表示了对此状况的忧虑[19]。
宋志红、苗蔚林指出“淡化语法知识，并不是将其

‘归零’”[24]，而语法教学“已经由‘淡化’沦陷到‘淡

出’的境地”[25]。可见，21 世纪以来语法教学淡化的

趋势是存在的，而不宜“淡化”的呼声也未曾终止。
语法教学淡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学生语法水平

和语言能力已经无须强化；语法教学相关讨论减

少，也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已经比

较成熟而无须改进。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中学很

可能是他们唯一一个能够接受专门语法教育的时

机，中学的语法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正如张

志公所言，这关乎下一代人的语言水平，责任重大，

不可小觑。
那么，目前对于中学语法教学，我们能做些什

么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1.全面梳理语法教学的经验和教训

总结以往语法教学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学习、
借鉴老一辈语言学家、教育家们的意见。虽然语法

教学曾引起诸多争论，但是纵观学者和老师们的文

章可以发现一些主流的、基本的认识，这对于今天

和今后语法教学的开展应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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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调查我国语法教学的现状

虽然近几年对语法教学淡化的批评之声不断，

但是一个“淡化”是难以完全说明问题的。有必要对

目前中学师生的语法能力、老师的教学方法及语法

在教材、考试中的安排情况作详细调查，发掘其中

的问题，在充分把握现状的基础上，对语法教学进

行重新定位与安排。
3.重视初、高中语法教学的分工与衔接问题

我们所见资料中，“中学语法教学”的说法十分

普遍，一般对于“初中”“高中”两个阶段未加区别。
黎锦熙先生正视了这个问题，不过未具体论述两个

阶段的分工，只是说针对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可另

编一本语法教材，初中、高中共六年时间，只要一本

即可[15]。吕叔湘认为，初中、高中学生的年龄和思维

能力有差别，故虽然“笼而统之地叫中学生”，但要

“区别对待”，初中只选择对阅读和写作有用的东西

讲，系统语法可以选择在高中文科里讲[26]。十年后的

中学语法教学研讨会上，吕叔湘再次强调这一问

题，初中不系统讲授语法，高三上学期开设选修课，

讲新体系，可与英语比较[16]。不过，遗憾的是此后对

初、高中语法教学分工问题的讨论就不多见了。
4.调动各方力量推动语法教学工作

教材编者、教师、语言研究者应加强交流合作。
语法教学的具体操作问题，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有能

力在实践中加以解决[8]。高校语言学者也应参与其

中，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关心中学教育、关心

母语教学。正如朱德熙先生所言，语文工作者从事科

研，但不充分重视普及工作，“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倾

向”[27]。这方面，不少语言学家身体力行，树立了很好

的榜样。尤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教学的需要”[28]。吕叔

湘还建议高校老师把中学语法教学的某些具体问

题作为科研题目来研究[26]。若一线教师发挥其教学

实践优势，高校教师发挥其语法理论优势，两者互

补，应能有效推动中学语法教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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