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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语言规范问题，系统梳理教材语言的功能特征与研究基础，提出语料库语

言学方法对于语言规范研究的重要价值。呈现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使用现状与研究视角，分析教材语言规范问题

的成因。为此提出三项优化策略：构建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完善语言审校与使用反馈机制，推动教材语言规范

研究的机制化发展。研究旨在为新时代语文教材语言表达的科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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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也是教材价值实现的基本手段。统编语文教材自 2017年全面推行以来，
成为国家意志与课程理念的重要体现。其语言使用的规范程度，直接影响学生语言建构、文化理解与审美体验的
水平。当前已有研究多聚焦教材的内容编排、文本选择与教学功能，而对教材语言本体的系统性研究尚显薄弱。
本文尝试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出发，聚焦教材用语的准确性、条理性与文化性，揭示其问题根源，探索语言优化路
径，为今后语文教材编写提供理论依据。

一、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

系统梳理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既有助于厘清教材语言所承载的多重功能，也为后续的

实证分析和规范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以下将从教材语言的内涵与特征、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引入两个方面展开论

述。

（一）教材语言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教材语言是指以教材为媒介、服务于教育教学目标的语言系统。它涵盖课文中用于知识呈现的对象语言以及

用于教学组织、学习引导的叙述语言两部分。对象语言承担内容知识的传递功能，而叙述语言则承担教学指令、

学习策略提示、认知调控等功能，两者共同构成教材语言的核心系统。

从语言属性看，教材语言具有基础性和功能性。基础性表现在其作为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构成学生语言学

习和认知建构的基础材料；功能性则体现为教材语言必须围绕教学目标进行精确表达，在引导学生思维、建构意

义、形成能力等方面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

从使用功能看，教材语言还具有通用性与专业性的双重属性。通用性要求其语言表达必须符合权威工具书所

界定的语言规范；专业性则要求其内容选材与表达方式应契合学科性质和学生学习阶段的特点，体现出明确的语

体风格和语义指向。

此外，规范性是教材语言最基本的要求，体现为语音、词汇、语法、标点等语言要素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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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言学研究范式由直觉判断转向数据驱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逐渐成为教材语言研究的重要路径。该方

法通过对大规模自然语言材料的收集与分析，为语言现象提供客观、可重复验证的实证依据，有效弥补了传统定

性分析的主观局限性。

在语文教材研究领域，语料库方法的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教材用语规范性的自动化检测，二是

对教材语言特征的系统性描写。前者侧重于通过词频统计、搭配偏误识别、语法结构分析等手段，发现教材中可

能存在的语言偏误、表述不当或不一致之处；后者则致力于描绘教材语言在词汇层级、句法模式、语体风格等方

面的分布规律，从而为教材语言的整体优化提供量化支持。

在统编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研究中，构建涵盖课文正文、助读系统等板块的系列语料库，既有助于跨版本、跨

阶段的纵向比较，也利于进行语言难度梯度分析、语体风格整合度测量等高阶研究。通过构建面向基础教育的多

维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结合语义计算与语言分析模型，可实现教材语言质量的精准诊断与动态优化，为新时代

语文教材的科学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

二、统编版语文教材语言使用现状与研究视角

语文教材语言的规范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正面临新的挑战，有必要从语料层面系统梳理统编版语文教材中语

言使用的实际状况，并结合语言研究的典型路径，深入分析其使用特征与存在问题，为教材语言优化提供理论依

据。

（一）教材语言的整体特征与使用状况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力图构建符合学生语言认知水平的表达方式，整体呈现“平实自然、功能导向”的语言风

格，这与课程标准中“贴近生活”的编写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学习提示”“单元导语”等栏目多采用日常化、

指令式的表述方式，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明确教学任务。然而，初步语料调查显示，教材中仍存在个别语言表

达模糊、术语使用不一致、语义逻辑不清等问题，影响了语言的规范性和教学的有效性。

（二）文化传承与审美表达的语言体现

语文教材不仅承担语言教育功能，更是文化传承与审美培养的重要载体。因此，教材语言应兼具工具性与人

文性，既服务教学目标，也体现汉语语言的文化底蕴与美感特征。目前部分“学习提示”或“导语”等栏目偏重

操作性与实用性，忽视了语言本身的修辞美、意象性与语感训练功能。

从审美教育视角出发，教材语言应当适当引入修辞策略、语境渲染与文化典故等元素，提升学生的语言感知

力和文学素养，促进语文教材从单一的信息传达向文化体验与审美引导转型。

（三）教材语言使用的研究路径

教材语言的系统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语言使用情况的深入分析基础上。本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四个主

要研究路径：

数量研究：对教材中语素、词、句、篇等语言单位的数量进行系统统计，掌握语言构成的整体规模；

频率研究：通过字次与字频、词次与词频等数据分析，揭示语言单位的使用倾向与核心词汇；

分布研究：分析选文类型、词语类别等语言要素在不同模块或不同栏目中的分布规律；

特色语言研究：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特色语言现象”，包括特色字（如独用字、生字、难字）、特色词语（如

表情词、谀辞、詈辞）、特色句子（如豪言壮语句、极致性语句、逻辑混乱语句）以及特色文章（如语录体、小

评论、歌颂性文本等），以揭示其编写思路与价值取向。

三、教材语言规范问题的成因分析

尽管统编版语文教材在内容编排与课程目标衔接方面日臻成熟，语言使用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却仍存在一定薄

弱环节。特别是在“学习提示”“单元导语”等辅助性栏目中，语言规范程度、表达逻辑、术语使用与句式风格

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要深入理解这些现象的根源，需综合考察教材编写者的语言意识水平、组织机制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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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审校制度的完整性等关键因素，从而为后续优化提供路径依据。

（一）语言意识与语言能力失衡

部分教材编写者虽然在文学素养、学科知识储备方面具备较强优势，但对教材语言的功能性、规范性及其在

教学中所具有的示范作用认识不足。仅以经验性语言组织编写内容，未能进行语言单位间的精细斟酌。

（二）缺乏统一语言规范和审校机制

尽管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遵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基本要求，但在语言

表达规范方面仍缺乏全国性、系统性的语言统一标准。统编教材编写成员在语言习惯、表达偏好、术语理解上存

在差异。由于缺乏统一的语言审查标准，导致教材各栏目之间语言风格参差不齐。

当前教材审校制度较为成熟，但审查重点往往集中于政治导向、内容科学性与教学适切性，语言规范性审查

则相对薄弱。在实际操作中，诸如搭配不当、表述模糊等问题往往被视为“非关键性”问题而未予重视。建立多

维度审校机制，明确语言规范性作为教材质量评估的核心指标之一，将有助于提升教材整体语言水准。

四、统编语文教材语言规范的优化路径与策略

要有效解决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在语言表达中存在的规范性问题，需从制度建设、技术支持、人员培训与研究

深化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系统化的语言规范保障体系。优化教材语言的路径不仅应关注表层表达的准确性与清

晰度，更需注重深层结构的科学性、系统性与人文性。以下提出三项策略，以期为统编教材语言质量的持续提升

提供支持。

（一）构建教材语言数据库体系

构建基于统编教材的语言数据库是实现语言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工程。该数据库应涵盖高中阶段各册教材的全

部内容，包括课文正文、助读系统等多个栏目。教材中出现的字词数以万计，这就需要我们将之汇集成不同类型

的数据文本，以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真实文本语料库。对教材语言中的字、词、句、篇分别予以建库管理，并运

用频率统计以及分布统计的方法，使各级语言单位的数字化特点呈现出来，从而全面客观反映教材语言的使用规

律。

通过技术手段对语料进行分析处理，可提取高频词汇、典型句式、语用功能等语言特征，识别存在的非规范

表达，辅助教材编写者、审校者进行精准优化。该数据库可动态更新，为后续教材修订与研究提供持续支撑。

（二）完善语言审校与反馈机制

教材语言的规范化离不开科学高效的审校流程。建议设立专门的“教材语言审校小组”，由语言学、语文教

育、文学、心理语言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联合制定《统编教材语言审校标准手册》，明确表达准确性、逻辑严

谨性、修辞规范性、语体统一性等方面的细则要求。

同时，应构建多层次的使用反馈系统，邀请一线教师、语文教研员及学生代表参与教材使用后的语言反馈调

查，综合评估教材语言的接受度、可理解度和教学适配性。通过审校与反馈机制的双向联动，形成“编写—审校

—反馈—修订”的语言闭环优化系统，从根本上提升教材语言表达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三）推动教材语言规范研究机制化

建议设立“国家教材语言规范研究”课题平台，整合高水平语言学、教育学研究机构资源，开展常态化研究。

研究内容涵盖教材语言规范标准制定、语体风格建构、跨教材语言一致性分析、教材语言审美特征等，推动教材

语言研究的理论积累与实践转化。通过机制化研究推动成果转化，将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编写实践，实现教材语言

规范从经验性编修向科学性建构的转型。同时建立教材编写人员语言培训长效机制，定期举办“教材语言规范专

题培训”。注重理论与案例结合，分析优秀教材片段与典型问题案例。

语文教材不仅是知识传授的重要载体，更是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承的中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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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规范性问题日益受到学界与教学一线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语言使用

的理论基础，剖析语言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并从数据库建设、审校机制、研究与编写培训制度三方面提出优

化策略，旨在为统编教材的语言表达质量提升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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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Nationally Compil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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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issues of language normativity in the nationally compiled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extbook language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corpus linguistic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norm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use in the textbooks, identifying key causes of the issues. In response, thre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building a textbook language database system, improving language review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norm research.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expression in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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