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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语文独立设科已逾百年，百年历程中语文学科经历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
设科之初国文课程基本体系的构建、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旗帜下国语课程的改革、建国初期汉语文学的
分科实验、“文革”后语文学科的重建、新世纪初语文新课程的推行⋯⋯百年历程中还有无数次小的
课程调整或课程改革。
纵观百年语文课程改革史，真正触及课程内容改革的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五四”背景下白话文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直接推动的国语课程改革，重点是在中小学的
国语课堂上教授白话文，因为“白话文的问题，已经由讨论时代而入实行时代”，“白话文既然逐渐
流行，学校的国文教授当然因之改变”①。
这次课程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课程内容的巨大变化，“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进入中小学语文课堂
，1923年由胡适等人起草的初中、高中《国语课程纲要》均对课程内容做了规定，《初级中学国语课
程纲要》中，鲁迅、胡适、赵元任等人的白话文作品进入了最低毕业标准的阅读书目。
这次课程内容的变革使得五四时期国语课程改革成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次是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背景下的汉语、文学分科试验。
本次课程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当时语文课程“目的和任务不够明确”，“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
缺乏科学的教学法”（叶圣陶语），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56年初高中的和对汉语课程和文学课程的
教学内容（实际为课程内容）做了系统建设。
尽管此次分科实验没有进行到底，但课程内容上的建设与探索，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
义。
　　本次课程改革即将进入第8个年头，我们在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乃至课程管理等方面
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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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中新课程理论与实践丛书》在深入研究总结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
上，对国内外高中课程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力图进一步厘清课程改革的理论脉
络，解决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希望进一步加强对高中课程改革参与者的专业引领
和实践指导。
丛书既是高中教师新课程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进行高中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
学习和研究的参考教材。
     《高中语文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其中的一册。
本书分教育理论篇、学科素养篇、教学策略篇、评价反思篇、课程资源篇。
力图从语文学科教学内容角度，帮助教师把握高中语文新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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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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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高中语文课程的基本教学理念　　（一）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高中语文课程的设置，是建立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语文课程所应该完成的
基本任务基础上的，因而高中语文教学，不再是以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要任务，而应该是以全面
育人为主要任务，以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根本目标。
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语文的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第一，必须遵循语文课程的育
人优势原则：语文课程是汉语文化课程，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情感特征和人文精神诉求，使语文课程
获得了独特的育人功能和育人方式，就前者而言，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的发挥，应重在人文情感的陶
冶与熏染；仅后者而论，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的发挥，应该以审美、求真、扬善的方式来展开，唯有
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努力，才可能真正“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
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第
二，必须遵循语文课程的开放性原则：语文课程是汉语文化课程，它所体现出来的认知视野、情感视
野、思维视野和思想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因而，高中语文课程要真正做到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则应该“增进课程
内容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学习认识社会、认识自
我、规划人生，在促进学生走向自立的教育中产生重要的作用”①。
　　（二）注重三大能力培养。
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　　根据高中语文课程的性质规定和三维教育的理念要求，高中语文课
程实际上肩负着两个根本任务：一是育人；二是育能。
　　高中语文课程育人功能的全面发挥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内涵丰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语文化修养；二是汉语文化教养。
就前者而言，培养学生的汉语文化修养，主要是指培养学生的汉语文化情感、汉语文化思想、汉语文
化精神、汉语文化知识等方面的修养，通过这些方面的培养，使学生成为有较深厚的母语文化修养的
人；就后者而论，就是培养学生的汉语文化人格、汉语文化尊严感、自豪感和汉语文化自信心、自强
心。
这是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和创造的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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