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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供具有专科基础的语文教育专业人员进修语文教育学的专用教材。
作为教材，本书自有它的特点。
首先，它具有研究性。
研究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对话，是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是观念与观念、理论与实践、过去与现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其目的并不在于传输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况且读者也绝不是没有能力独
立思考的“容器”。
我们认为，自语文在我国中小学独立成为一门课程以来，就已经开始了语文教育学的研究，并在不断
进步，一些成果至今仍显现着重要功效。
但毋庸讳言的是，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很不成熟，甚至相当幼稚，其学术含量亟待提高。
质言之，这门学科研究的现状决定了它只能是研究性的。
另一方面，本书使用者已具专科的基础，特别是大多具有较丰富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已经具有一定
的研究基础，因此它也必须是研究性的，从而吸引读者参与研究，寻求编者与读者的“视野融合”，
以真正提高语文教学素养。
为此，我们力求客观、公正、全面地介绍有关研究成果，以供读者参考、鉴别。
当然，编者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试图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与读者进行坦诚、平等的对话
，给读者提供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相对成熟的看法，目的也在供读者参考、鉴别。
我们希望读者本着研究精神，采取对话态度，探本溯源：既研究语文教学的现象和事实，也研究它的
本质和价值以及实践操作；既在理论层面探索，更要在教学实践中探索；特别是运用实证的、量化的
或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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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升本)》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师本科（专科起
点）教材。
全书共分七章，具体阐明设立语文课程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论述了该课程的性质、目的、内容
，对语文教学活动、语文测评和现代语文教育技术作了深入探讨，着重阐述了语文教学的对话性。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升本)》论证深刻，吸收了中外语文教学近年的研究成果，并对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作了大胆探索。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升本)》适合选作高师院校中文专业专升本教材，也可供中小学语文教师教研
或自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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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括前人的论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定义为：所谓语言，是一套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所谓言语，
则是指个人运用语言的行为及作品。
它们的区别主要是以下几点：首先，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是个人性的。
语言的社会性一目了然。
语言的材料和规则属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只有使用这一语言的人们都予认可，语言才可能实现它的功
能，否则语言既没有可能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与此相对，言语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个人的言语活动。
所有的言语活动，无论是听与说，还是读与写，最终都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正如索绪尔所说
的，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
说得更明白点，言语具有明显的个人性。
其次，语言是潜在性的，言语是显在性的。
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它是人们在日常言语中反复使用的材料和规则，潜藏在言语之中。
在人们现实的语文生活中，显现出来的只是具体的言语，实际上，人们所读、所写、所听、所说的都
是言语。
言语活动必须使用语言的材料和规则，语言作为材料和规则只存活于言语之中。
只有语言研究者才会把言语当作语言的例证，一般听说读写所关注的只是显在性的言语，而不会深入
到潜在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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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升本)》是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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