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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阶语文教育专栏论堂》作者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从事中文教学的教师为主，还有来
自全国一些高校语言文学专业的专家、学人并社会上的语文精英。
他们占据自己不同的专业视野，调动一生的学术功力，大家在宽义语文这个大平台上，集腋成裘，积
论成书，像在课堂上一样宣讲各自的个性化学术研究与教学心得，内容涉及国学、素质教育、语言学
、文学、写作学等研究领域，既有宏观理论问题的探寻论证，也有中观或微观问题的思考分析，为高
阶语文教育辛勤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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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分析文学理论几千年的知识生产过程　　与揭示学科前沿的思维方式相结合　　学习文学理
论，当然包括掌握基本知识、理解基本概念范畴以及运用理论的基本技能。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训练、培养理论思维方式。
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其实是没有终极答案的，或者说，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发展到现在，除非自甘落
伍或固步自封，人们一般都不再坚持追求终极答案的思路了。
对某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所取得的进展或突破，体现在回答问题的思路上，或者说体现在思维方式
的转换上。
文学概论课程，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课程，它没有实验室，没有操作仪器做实验的环节。
当然，也可以说课堂就是它的实验室，课堂就是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特别是训练学生形成理论思维
方式的主要平台。
就&ldquo;文学本质论&rdquo;而言，它本是追求终极答案思维模式的产物。
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内涵，任何一种文学本质论的提出．都会对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产生
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对现成原理的坚持和阐发，对西方各种观点的加工改
造、梳理归类以及批判。
自己独立提出的观点极为鲜见。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极为复杂，本文的目的也不在此。
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提出的众多关于&ldquo;文学本质&rdquo;的观点
，诸如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形式说、体验说等等，无非就是换一个思路看文学，从而得出新的
结论。
思维方式长期单一的话，在理论方面是没法有建树的。
理论的滞后，则必然导致整个学科的原地踏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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