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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其实，现代儿童文学教育早在清末就随着现代语文学科的发生而发生，并在民国期间得到较快的
发展。
《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本着回溯历史、联系现实、预设未来的思路，采用文学、教育、
历史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教育宗旨、儿童观及文学功能为视角，以课程（课程思想、文件及教
材）和教学（教学内容、过程及方法）为切入点，对清末民国的小学儿童文学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
深入地分析，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根据主要教育宗旨、儿童观及文学功能观转变将其划分为3个大
的发展阶段，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每一阶段的儿童文学课程及教学发展过程及其不同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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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心科，男，1973年1月出生，安徽宣城人。
教育学博士，副教授。
2007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0年7月毕业后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
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史研究。
已在《课程·教材·教法》《教育学报》《教育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5篇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主持课题5项。
曾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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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儿童文学教育概况第一章 成人本位实用主义儿童文学教育第一节 成人本位实用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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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儿童文学课程的发展一、抗战救国时期的国家本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课程二、内战建国时期的
国家本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课程第二节 国家本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教学的发展一、抗战救国时期的国
家本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教学二、国共内战及建国时期的国家本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教学三、国家本
位民族主义儿童文学教学的基本特征余论 光荣的荆棘路——语文学科重建与儿童文学教育的走向一、
重新审视语文科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兼说儿童文学的题材取向二、重新审视识字、写字、听说、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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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编语文教材——兼说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的分曼五、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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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教授”环节中，这两套教师用书中的教学方法和《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相似之
处有以下两点。
　　师讲生听法。
如《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的第2册第1课课文就是“新书一册，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音，后解字
义”。
讲解课文时顺句而下、讲深讲透，如在《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中，《蝙蝠》一课就要求“一、首讲
二句，告以鸟兽交朗与蝙蝠无与也。
然蝙蝠具鸟兽之形，或拟附鸟兽之列，坐观胜负。
二、次讲六句，告以蝙蝠乘鸟兽之胜而人其群者，以胜则势胜，可翼其庇护也。
三、讲末三句，告以蝙蝠初附于兽，又附于鸟，不仅无自树之性，且反复无常，此小人之行，宜其均
被斥逐。
惟本课为寓言，极言首鼠两端之害，所以发人深省，教师可为反复言之。
”　　师问生答法。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的第1册第1课称：“发问最容易启诱学生心思”；《新编中华国文教
授书》的第1册卷首称：“问答法最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
”可见，二者均强调问答法的运用。
　　这两套教师用书中的教学方法和《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稍有不同的是，开始出现如
下两点“启发式”教学的倾向。
　　要求学生仿读。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的第2册第1课，要求教师“先将生字写于黑板上，一一读之，声调
需清朗正确，同时令学生仿读毕，复令学生自读之，而纠正其不合之处⋯⋯教员朗诵全文，首句，一
停顿，二三句，一停顿，四五句，一停顿（每课读法停顿，须与教授要项中总括段之文字排列法相应
），文意之轻重，定声浪之高低，不得概用同高低之声浪，并诫学生，既明字义后，口读其文，即宜
心会其意，不可心口不一致；次乃令学生如法读之，先指一二人读，后令全班同读”。
又如，《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也要求，在讲完生字后，教师“读一二遍，学生仿读一遍⋯⋯务使能
读而后止”。
这里虽然出现了个人或全班的读，但多在识得生字之后、讲解正文之前施行，其实此时儿童自己并没
有真正体会文章的情意、节奏、音韵等，只是模仿教师的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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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厘清了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脉络，较深入地阐述了儿童文学课程和教学的特征，总
结了其内在演变规律，并对目前的儿童文学教育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方案。
具有交叉性、跨学科的特点，研究目标明确，史论结合，文献翔实，框架合理，文笔流畅，论证科学
严谨、逻辑性强。
　　——著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泉根　　　　作者在文献搜集和阅读上的
投入极为出色，当之无愧地做到了丰富、翔实。
在占有充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脉络清晰地划分了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的几个阶段、不同阶段之
间的嬗变、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言之有据，俨然“信史”。
　　——著名教育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丛立新　　　　从1897年至1949年间教育宗
旨、儿童观及文学功能观三个方面的变化人手，作者考察了这一时期的课程、教材和教学，将清末民
国时期的儿童文学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分析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和教学特征，对语文教育的反思和重构
语文教育的设想具有创新性。
　　——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顾之川　　　　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史料，爬梳剔
抉之功力透纸背，理论提升之力贯穿始终，足见其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韩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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