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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文体与读写的知识框架 

——《国文百八课》写作教学内容分析 

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贾锋 

 

【摘要】 

夏丐尊和叶圣陶于 1935-1938 年编制的《国文百八课》被尊奉为“现代语文教材的范本

“。由文话、文选、文法、修辞法和习问组成的教材系统建构了一个文体与读写的知识框架，

这一知识框架在纵向与横向贯通、关联方面体现了较强的一体化、一致性特征。时至今日，

《国文百八课》为我们思考、改善和开发写作教学内容、编制写作教材等，仍然具有很高的

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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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设科以来，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材经历了一纲多本、多纲多本、一纲一本的演进

历程。回顾一百多年来初中语文教材编撰的历史和经验，《国文百八课》无疑是最受瞩目的

教材之一。这部由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主编，于 1935年到 1938年间陆续出版了四册的半套

教材，无论是在教材编写体例还是具体内容和呈现方式上，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

极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甚至被称为“现代语文教材的范本”
①
。那么，我们到底可以从《国

文百八课》里借鉴和参考什么呢？ 

一、作为“现代语文教材范本”的《国文百八课》 

从《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者的意图和努力，也能据此得见这套

教材的基本特色：（1）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依据教育部初级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编辑”；

（2）科学性的旨趣与努力——“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3）明确的教学目标意识，有

了教什么、教学内容与目标的意识和设计；（4）以单元突破文选体制——文选、文话、文法

或修辞，习问的内容，构建了明确的语文知识系统；（5）确切的选文文体意识——力求“各

体匀称”，以及对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的重视；（6）文话而非选文为

纲领——“文话”作为构架教材体系的关键，它是以知识核心来构架的，而不是选文为核心，

而这正是“教材是例子”语文观念的体现。
②
 

从研究与学习的角度来看，大家对《国文百八课》的关注重点又落在哪里呢？我们以“国

文百八课”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获得 146篇相关文献，梳理这些文献的内容发现，有

关研究的重点主要落在“作文教学”“科学性”“文话”等主题上。其中“作文教学”“写作

教学”“写作系统”“文话”等关键词又都聚焦在“写作教学”这一领域（见图 1）。据此，我

们可以将问题进一步聚焦在——《国文百八课》在写作教学方面到底有什么突破呢？结合近

年来学者在写作教学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写作教学内容的确定，我们又可以将问题修正

为——在写作教学内容方面，《国文百八课》究竟有什么特点？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下”

问题的答案应该从“当下”或“未来”寻找，但至少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来说，也许有一部分

答案藏在“过去”那里，而这也正是《国文百八课》一类经典被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原因所在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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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文百八课》研究的关注重点 

二、作为“知识系统”的写作教学内容 

作为一个文章大国，我们有着相当悠久的写作历史和相当丰富的写作经验。但与此相对

的却是，一方面写作教学内容欠缺、单薄和混乱，多年累积起来的写作技法、技巧用于“去

情境化”的应试写作任务，造就了大范围的模式化的“小文人语篇”
③
；另一方面虽然不断

追求写作教学的序列化，但终究未能建构起一套认可度较高的写作知识系列或系统。以至于

有学者甚至认为基于“题目+范文”“情境+活动”和“教写作技法”这三大套路的写作教学，

实际上是等于“几乎没有写作教学”
④
。而当前写作教学研究的几个热点议题——如交际语

境写作、写作微课程开发、思辨读写、跨学科写作、创意写作等——也未能很好地从正面回

应这一难题。 

那么，写作教学到底教什么呢？对此，有学者指出，我们要把“写作任务”和“学习任

务”区分开来，前者是学生要完成和提交的作品，后者是学生应学会的知识。长期以来，我

们的写作教学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误把“写作任务”当成了“学习任务”，这是写作教学内

容缺失的原因之一。
⑤
写作教学内容的开发和建构有两大关键：“一是建立合适的写作类型，

二是基于学生的写作学情”；这里的写作类型，主要是指“任务写作”“创意写作”和“随笔

写作”；这里的“写作学情”，主要是指对学生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样本”的分析。
⑥
根

据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国文百八课》的教材内容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把写作教学内容暂定

为整合了写作任务与学习任务的写作知识系统。也就是说，《国文百八课》的写作知识系统

大致体现在 “读写任务”和“教学内容”这两个方面（见表 1）。 

表 1：《国文百八课》的写作知识系统 

读什么、写什么 

（任务类型） 

内容指向：文选（普通文——记述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应用文） 

呈现方式：篇章、语段、词句等 

教什么、学什么 

（知识类型） 

内容指向：文话、文法、修辞法 

呈现方式：知识短文、习问 

 

三、《国文百八课》写作知识系统及其逻辑架构 

《国文百八课》的“课”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单元”，其写作知识系统由文话、文法、

修辞法、习问和选文共同构成。其中“文话”为主，位居单元之首，起到统领的作用，比如

在《文章面面观》里强调了文章读写的学习重点在于对“形式”的探究，探究的内容则可以

包括文章的体制、语汇的搜集、文法、修辞、鉴赏与批评、风格、章法布局等；文法、修辞

法是表达方法、策略系统，文法以表达正确无误（“有没有毛病”）为主要目的，修辞法以表

达效果（“适合、完密、有力”和“充分”）为努力方向；文选则是范例系统，以范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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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他内容；习问则是思考、练习和巩固系统，如果说前面的知识系统以“知”为目标，

那么，习问则是导向了“思”和“用”。以“求知”始，以“致用”终，从纵向关联来看，

有效地调和了“知”与“用”的关系。从横向关联来看，以“文选”为载体和范例，以文话、

文法、修辞法为教学内容，并且打通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知识与知识之间密切

贯通、互相支持的知识网络。
⑦
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见图 2）： 

文话

文选 文法 修辞法

习问  
图 2：《国文百八课》写作知识系统架构 

    《国文百八课》的“文话”系统大多是以“知识短文”的形式编排的，从篇幅来看，大

多都在 1000 字以内。其内容主要涉及文体知识和读写知识。从文体知识来看，涉及书信、

礼仪、日记、报告书、说明书、仪式文、宣言等偏实用的文体；记述文、叙述文、说明文、

议论文四大普通文体；以及游记、随笔、小说、诗和学术文等。从读写知识来看，涉及记述

和叙述，叙述的顺序、题材、场面，以及材料的判别和取舍，抒情的方式、说明的方法、立

论和驳论，演绎、归纳和辩证等。以今天的读写知识状况来看，《国文百八课》还提供了不

少近似于“新知”的内容，比如“作者意见的有无”“叙述的快慢”“观点的一致与移动”“间

接经验的证明”“事物和心情”“背景和印象”“语义的诠释”“独语式和问答式”“知的文、

情的文和意的文”等等。（见表 2） 

表 2：《国文百八课》的文话系统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 1课 文章面面观 日记 记叙文与小说 知的文和情的文 

第 2课 文言体和语体（一） 游记 小说的真实性 学术文 

第 3课 文言体和语体（二） 随笔 韵文和散文 对话 

第 4课 作者意见的有无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诗的本质 戏剧 

第 5课 文章的分类 间接经验的证明 暗示 文章中的会话 

第 6课 应用文 第一人称的立脚点 报告书 抒情诗 

第 7课 书信的体式 第二人称的立脚点 说明书 叙事诗 

第 8课 书信和礼仪 第三人称的立脚点 说明和记述 律诗 

第 9课 书信和诸文体 叙述的场面 说明和叙述 仪式文（一） 

第 10 课 记述和叙述 事物和心情 说明和议论 仪式文（二） 

第 11 课 记述的顺序 情感的流露 说明的方法 宣言 

第 12 课 叙述的顺序 抒情的方式 类型的事物 意的文 

第 13 课 记叙的题材 情绪与情操 抽象的事理 议论文的主旨 

第 14 课 材料的判别和取舍 记叙与描写 事物的异同 立论和驳论 

第 15 课 叙述的快慢 印象 事物间的关系 议论文的变装 

第 16 课 叙述的倒错 景物描写 事物的处理法 推理方式——演绎 

第 17 课 过去的现在化 人物描写 语义的诠释 推理方式——归纳 

第 18 课 观点的一致与移动 背景 独语式和问答式 推理方式——辩证 

    《国文百八课》的文法和修辞法是着眼于语言运用的知识系统（见表 3）。在编排方式

上，两类知识有主有次，穿插互补，共同达成“求正确”“求不坏”“求更好”的语用目标。

其中“文法知识”近似我们熟悉的“语法知识”，只不过在编排上，《国文百八课》更注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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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知识讲解是结合文选和文话展开，而又在习问中落实、巩固的。这种高度的一体

化和一致性，与其后语文教材的听说读写内容编排相比，仍然具有标杆的意义。尤其是对积

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以及“情境“等修辞知识的关注，实在是抓住了语言表达的关键所在：

“修辞的方式很多，一切方式都以适合情境为条件。修辞的目的不在故意把言语、文章雕饰

得美丽奇巧，只在使言语、文章适合情境。”
⑧
 

表 3：《国文百八课》的文法和修辞法系统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 1课 字和词 名词的种类 动词的种类 
形容词在句中的用

途 

第 2课 词的种类（一） 名词的构成 动词的复合 带副词的形容词 

第 3课 词的种类（二） 名词语 主要动词和散动词 排比 

第 4课 求不坏 譬喻（一） 借代 
形容词带“的”

“之”与否 

第 5课 句和短语 譬喻（二） 动词的被动式 
形容词的比较法

（一） 

第 6课 
句的主要成分和附

加成分 
代名词的种类 助动词 

形容词的比较法

（二） 

第 7课 句的种类 
该注意的几个文言

代名词（一） 

文言助动词和前介

词的结合 
反复 

第 8课 求更好 
该注意的几个文言

代名词（二） 
摹状 

副词在句中的用途

及位置 

第 9课 句的成分的省略 
名词代名词在句中

的用途 
得 副词的带字（一） 

第 10 课 主语的几种样式 拟人和拟物 来和去 副词的带字（二） 

第 11 课 述语的几种样式 
格不完备的文言代

名词 
呼告 对偶 

第 12 课 
积极修辞的原则

（一） 
倒置的文言代名词 动词的时 副词语 

第 13 课 句的成分的排列 引用（一） 了和着 副词和助词的呼应 

第 14 课 叙述句和说明句 引用（二） 铺张 错综（一） 

第 15 课 
积极修辞的原则

（二） 

补足格的几种样式

（一） 
数字 错综（二） 

第 16 课 单句的分解（一） 
补足格的几种样式

（二） 
数和量 

重要的文言前介词

（一） 

第 17 课 单句的分解（二） 副格的几种样式 实数和虚数 
重要的文言前介词

（二） 

第 18 课 情境 设问 镶拼 语体的前介词 

*加下划线的是“修辞法”的内容。 

《国文百八课》的习问系统类似于我们的课后练习或单元练习，是对文话、文选、文法、

修辞法等学习内容的消化与巩固。每一课的习问容量大致是 4-5 个题目，练习形式包括摘

录、辨别、比较、对照、修改、举例、解释、说明、变换，以及组词、造句、作文等等。从

写作教学内容开发的角度来看，《国文百八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写作任务的体式、目的

与对象的关注，而这一点，正是百年写作教学研究和实践中被普遍忽视的内容。以“习问“为

例，在第一册第 6课的 5个练习项目中，前两个是关于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识别的练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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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练习又跟文话、文选等内容是横向贯通的。 

表 4：《国文百八课》第一册第 6课的主要内容 

文话 应用文（为特定目的，写给特定对象的文章） 

文选 《中学法》（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条文选摘） 

文法 句的主要成分和附加成分 

习问 

·把握文选 11（第 6课的内容）的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 

·把握文选 1-10（前 5课的内容）的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 

·识别文选中记述与叙述的成分，并说出理由 

·指出例句中的主要成分和附加成分 

·添加附加成分扩展句子" 

 

有学者指出，20世纪语文教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努力和标志乃是文体知识的开发，“文章

本体的重新认识，包括文体类别的重新划分与命名，各文体的结构顺序以及文体功能的阐

释”，“为新文体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定序，并揭示其教学策略”，这“是现代语文教学理论建

构的一个重要课题”
⑨
，而夏丐尊和叶圣陶主编的《国文百八课》则是该理论建构的教材编

写实践。 

从写作教学内容的系统架构来看，《国文百八课》的文体知识与读写知识系统已经达到

了一个教材编制的高度。时至今天，在统编教材时代，这一写作教学内容系统仍然具有很高

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我们以五四制七年级下册统编教材为例，其写作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单

元写作活动中，每一单元写作活动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知识短文，二是写作实践。其中知

识短文部分有意识地将单元阅读篇目与写作关联起来，用以解释说明写作方法的效果和运

用。其六个写作主题分别是：写出人物的精神、学习抒情、抓住细节、怎样选材、文从字顺、

语言简明。与《国文百八课》较为严谨的知识框架相比，这六个主题的内部一致性，以及相

互之间的逻辑关联较为松散，以此构建的写作知识系统也相对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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