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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桑哲首先缘于他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语文》的执行主编，其次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学
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为了促进群众性的语文教育研究，曾有二十几个专题研究组，其中“考试与素质
教育研究专题组”就是由他主持的。
正是因为这些机缘，我们每年总要见上几面，当然也就熟悉了。
另外，《现代语文》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刊，而这个学会的首任会长就是我们语文教育界“三
老”之一的张志公先生，前任会长是著名文字学家苏培成先生。
志公先生是人教社的老前辈，苏先生也曾参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大约在2004年春，当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已经正式颁布，
高中新课程的实验即将开始，我们正集中在一家宾馆紧锣密鼓地编写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桑哲来北京，就我们正在编写的高中教材采访我，并说他有一个宏大的采访计划，要就大家所关心的
语文教育问题采访100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人员，包括大学教师、作家、中学语文教师及教研员。
后来，在他每期寄来的《现代语文》上，果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访谈录。
难得他锲而不舍，积以时日，几年下来，居然采访了70多位，结集为这部《语文新课程名家访谈》。
前不久，他发来书稿，希望我写篇序。
打开目录，看到书中的采访对象，很多都是我素所景仰的老前辈，有的是语言学界、文学界的名流大
腕儿，我不禁踌躇起来，我有没有资格写这篇序（7转念一想，便又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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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认为这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登高永远，视野开阔　　第二，具体而微，点面结合。
　　第三，融汇沟通，昭示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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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哲，笔名弓木，山东宁阳人。
曲阜师范大学《现代语文》执行主编，泰山学院兼职教授。
曲阜市政协常委。
兼任全国中语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中
语会常务理事等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发表诗文，已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诗歌等作品300余篇（首）。
主持和承担国家语委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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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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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语感教学、体验教学、对话教学，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也存在，而且一直
很受重视，比如私塾教育中强调的读、背就是一种感受、体验。
当时小孩子对他读的那些文章自己并不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当初所记诵的内容就会有一定
的体验和认识。
新课标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要创造出的新理念。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这个理念对语文教学非常重要。
语文学习和其他学科的学习有很大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个性化很强。
比如写作，写作的过程就是表达自我思想情感的过程，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劳动，要想学会写作，就
要从新课标所强调的自主写作的实践中做起。
阅读水平要想真正提高，也必须加强个性化的阅读训练，成为阅读活动的主人。
我觉得主体性的教学很能体现语文的特性，但在目前的语文教学实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准
确、深入，我们应该从语文学科的特性出发，认识并贯彻主体性教学的理念，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
　　新课标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比如语文课缺乏语文氛围，过于强调跨领域学习、搞实践活动、让学生做考察报告等。
语文课就是学语文，实践活动搞得再好也不行。
另外需要讨论的就是教材模块和选修课的问题。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把语文分为五个模块，这样划定的依据是什么？
凭什么说学生学了这五个模块的内容语文成绩就基本合格了？
模块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就数学、化学、物理这些学科而言有些东西可以分成模块，但语文是不适
合划分的。
再说选修，选修从教学实践层面看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某一课段单学诗词而某一课段只学小说，结果让学生感觉很厌烦。
特别是诗词，连着学习学生很容易产生厌烦感和排斥情绪，听课时无法保持兴奋状态。
另外，选修教材的编选也没有充分的依据，为什么选这些不选那些？
新课标列出的五个系列的依据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高中语文教材今后恐怕很难再分必修和选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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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访谈涉猎语文新课改得失，教材建设，学科性质，课堂教学、教掌评价，教师成长，母语教学困
境及出路诸多方面，宏观探讨与微观解读、机巧设问与奇思妙想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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