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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小学各科教材亦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无论是教学的内容
还是教学的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教师的要求也和以往不同。
针对这个变化，改革高等学校现有的教师教育课程势在必行。
语文学科教学论作为师范院校中文教育系学生必修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自然也在改革创新之列，《中
学语文教材分析方法与实践》一书正是这方面探索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本教材作为西华师范大学的重点建设教材，是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
它在充分体现新课程改革理念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学语文新课标教材，结合历届高考试题，建构了
中学语文教师分析教材所必需的知识框架，同时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在一
起，促进了高等师范院校（以下简称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知识整合，使师范生所学习的
语言文学知识真正成为其语文教学的深厚基础。
具体说来，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针对性强。
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学的主要困惑之一是对教材的分析不深、不透，而本书针对这一困惑，紧扣新课
标中学语文教材，结合历届高考试题和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现存问题，提出了深入分析中学语文教材
的知识架构、方法和技巧。
这些分析和思考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助于语文教师深入透彻地分析教材。
　　第二，实用性强。
本书不是简单地堆砌汉语言文学知识，而是特意从教材分析的策略和技巧人手，提炼、抽取高校汉语
言文学专业知识，把知识与方法、教学与评价、精深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使师范生所学习的语言文
学知识真正成为其语文教学的深厚基础，是师范生人职教育和一线教师再继续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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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语文教材分析方法与实践》在对中学语文教材（特别是新课标教材）的内涵、功能及编写
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分中学语文教材概况、汉语知识、文言文、现代文、外国文学、中学作文等几个
方面，结合中学语文新课标教材文本，透彻讲解了中学语文教材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并将历届高考相
关试题及其分析融于其中，从方法和思维的高度予以梳理和解析。
本教材能有效地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师范生整合知识结构，将大学所学的知识更好地运用于中
学教学之中，提高教材分析的实战能力，进而提高就业竞争力。
本教材紧密结合中学语文教学实际需要，力图满足中学新课改后大量开设选修课对师资知识能力的需
求。
　　《中学语文教材分析方法与实践》可作为大学师范生高年级教材，也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教科
所工作者、中学语文教材教法教师以及欲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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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文化的内涵，《辞海》是这样表述的：“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泛指一般的知识，包括语文知识。
”人类社会要发展，人类文明要延续，离不开文化的传承。
在教育逐渐萌芽的远古，人们对文化的获取主要依靠直接实践，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获得各种经验、
习俗、礼仪、传统等，使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近古时代，虽然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教育内容逐渐丰富充实起来，但是由于教育的阶级性、等级
性、狭隘性，文化的传承主要还是依靠直接经验。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知识总量的激增，人类文化的传承更多要依靠间接经验
去获取，这样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语文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物质载体，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能够进入语文教材的“基本篇目”都是精雕细选，经过反复论证的，所以这些课文一般都是文质
兼美，是世界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施蛰存先生曾经说过：“要有一个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组织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来编，选的篇目必须
是适宜中学生读的、众所公认的名篇，然后固定下来，十年八年不变，这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念书，
一提起那些文章，大家都读过，使全国的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平。
”这样做是为了使全国的青少年通过对教材的学习，有着相对统一的语文水平和文化基础，使文化得
以传承。
　　从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史看，自现代以来，对选文的文化传承功能做过较为深入思考的有很多作家
与学者，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从文言作品学习的角度来思考该功能的。
他强调文言作品的学习：“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
书。
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称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
”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
项目。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
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语文教材，特别是当中经典的选文，“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它们应该肩负起培育文学、文化素
养的重任。
比如，我们的教材中应该有表现“仁政”、“性善”、“民贵君轻”思想的《齐桓晋文之事》、《庄
暴见孟子》、《孟子见梁襄王》；有表现与邪恶抗争的《屈原列传》、《五人墓碑记》；也有反映人
性美的《边城》；表现亲情、.爱情的《项脊轩志》、《致橡树》、《爸爸的花儿落了》；还有赞美祖
国的秀丽山川和名胜风光的《济南的冬天》、《桂林山水》、《苏州园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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