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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培养适应语文新课程要求的新型教师而编写的。
其特点有三：一是顺应语文课程改革的发展，加强了“课程”这一领域的内涵；二是注重对语文课程
与教学发展过程的考察，坚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其变化，而非简单地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三是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如阅读理论、考试评价等。
本书既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语文教师的新课程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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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课程论的选择：分立与组合　　以上讨论了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文化背景与文化领
域的关系，语言与文学不在一个层次上。
那么，在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尤其是课程体系）中，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呢？
　　这个问题不但涉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还涉及课程的问题。
一方面，课程既可以以一门学科为基础，也可以以几门学科为基础。
甚至以所有学科为基础。
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论证语言与文学属于不同的学科就断定语言与文学必须分科。
而且，语言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言语作品实现的，而不是单纯地通过学习语言知识实现的。
如果一定要分科，分拆后的语言课不是仍然要学文学作品吗？
但是另一方面，目前这种融合为一、不加区分的语文课实际上是一种“两不像”：它既不是语言课也
不是文学课，那么它是什么课呢？
人们的回答是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的课。
如前所述，实际上语言与文学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的，它们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语文课的实际本体就这样被架空了，“语文”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空概念。
它既学不好语言也学不好文学，所谓“两败俱伤”。
因此，语文教学的所有问题，都处在这样一种分与不分的矛盾中。
　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是：首先分立语言与文学，然后在分立的基础上组合为一门课程。
换句话说，就是在保留“语文课”这样的外壳的前提下，重组语文课的内容要素。
即语文课是什么课？
回答是：语言课+文学课。
　　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在审美教育上。
在这一点上，它与艺术类课程是属于同一领域的教学科目。
文学教育于是回归到它的本来意义上。
文学审美教育既包括文学阅读教学，又包括文学写作教学。
过去长期被排除在语文教学内容之外的文学写作教学就在文学审美教育的范畴内被有效纳入。
那么，文学教育为什么要与语言课组合在一起呢？
因为文学审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言审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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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部关于高校语文课程的教学理论用论，它为培养适应语文新课程
要求的新型教师而编写的。
《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既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语文教师的新课程
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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