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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课题研究
成果。
　　一、研究缘起　　从1997年开始，中国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
社会各界对于语文教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与讨论。
在批评与讨论的过程中，论争的焦点问题是文学教育。
将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学教育具有的和应该
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少并且单一、陈
旧；另外，中小学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
 人们认为．在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于极其有限的文学作品，教师往往采取“肢解”分析的方法
，使学生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整体形象，得不到情感的熏陶、审美的体验，无法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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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现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学教育具有的和应该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在中
小学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少并且单一、陈旧；另外，中小学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存在着
严重问题。
 人们认为．在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于极其有限的文学作品，教师往往采取"肢解"分析的方法，
使学生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整体形象，得不到情感的熏陶、审美的体验，无法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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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文学以“尚公”为准。
收“固体”之效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复奏重订
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
章程规定：“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其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
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而设普通中学堂，则是：“令高等小学毕业者人焉，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
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
”所谓“根柢”，即指“四民（士农工商）皆应必知之要端”。
　　与此同时，根据《奏定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了《学务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
“纲要”第九条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
”并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
”它把读经与尊圣、信教联在一块。
于是．进一步指出：“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
，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所尊的“圣”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宗的“教”，就是封建旧礼教，或者称之为“孔教”
。
读经书这样的“文”，就是保存历代“圣贤”那样的“道”。
存“道”才能“立国”。
　　“章程”所列12门学科中，与语文有关的除读经讲经外．还有中国文学。
所谓中国文学，是相对于外国文学而言。
实际上主要指文章．也包括文学．但不纯属文学，而是以文言文为主要语料。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现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