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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科技迅猛进步，进而不断增强综合国
力的重要力量，成为我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因素。
我国的教师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教师教育的改革发展直接关系到千百万教师的成长，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关系到一代新人思
想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最终关系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培养具有较高学历的小学教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培养较高学历小学教师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积极探索，
取得了较大成绩，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障。
教育部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开创教师培养的新格局，
提高新师资的学历层次。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
出：“教育部将组织制订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目标、规格，完善和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制
定《师范高等专科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方案（试行）》，组织编写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加强小学
教育专业建设。
”开展小学教师培养工作，课程教材建设是关键。
当务之急是组织教育科研机构、高等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师专院校的教师联合编写出一套高水
平、规范化的、专为培养较高学历小学教师使用的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内容概要

　　《文学概论》内容涉及文学的本质与功能，文学演变、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流派与思潮，文学作
品结构、体裁与类型，文学欣赏与批评等，针对小学教育专业。
 　　本教材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本、专科中文与社会方向及其他非中文专业开设文学理论
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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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十一章 文学欣赏第一节 文学欣赏的机制第二节 文学欣赏的特点第十二章 文学批评第一节 文学批
评的性质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主体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标准第四节 文学批评的方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章节摘录

在文艺学研究的三个分支里，文学批评侧重的是当代的文学现象研究与评论，在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
的各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活动所涉及的作家思想观念、文学体裁、艺术形象塑造、文学风格流
派；包括文学接受所涉及的读者欣赏的条件、思维规律，文学欣赏的价值，文学批评自身的性质和功
能、价值和标准；还包括社会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等。
文学批评对这些文学现象中蕴涵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创造成果及时揭示、总结和评价，积极引导创作、
欣赏和社会文学实践活动的发展。
文学史侧重于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上述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以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观照历史中曾经
出现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理论等文学现象，在作品与作家关系中，在作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在文学活动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关系中形成对文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当代的文学
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的借鉴。
文学原理的研究与那些研究具体文学作品和其他现象的专题性研究不同，它所研究的是文学的最基础
性的问题，它要在对大量的文学现象做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文学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掌握，提出
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方法，建立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创作、接受等文学核心问题的基
本观念和理论体系。
文学原理所凝聚的是一个社会全部的文学经验和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对文学规
律认识的最高水平。
可以说，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基本的文学原理的研究，其文学实践就会缺乏自觉性，无法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文艺学的三个分支是文学研究中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们研究的对象、层次不同，但它们之间
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和正在不断发生的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及时发现和总结新的文学经验，把握文学发展的趋势，为丰富和发展文学原理，更深刻地揭示文学
发展规律提供新鲜的经验和观念，为形成系统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奠定基础；而文学原理的研究，能够
不断地概括、总结和提升文学经验，使之达到系统化、理论化，实现更高水平的思想理论创造，为文
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和提高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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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概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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