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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视。
该标准包含了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开发教材与课程资源、开
展教学与评价，以及认定教师资格的重要依据，对培养教师及提高其教育素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长期以来，作为培养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所开设的教育类课程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很“不适应”，尤
其是学科教学论方面的课程，原本是教师范生如何上课的，但师范生却不爱上这门课，而中学的教师
和领导则抱怨刚工作的新教师不会上课。
因此，随着教师教育走向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传统的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
应这种变化，这既给学科教学论的改革提出了挑战，也为学科教学论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
如何从适应、参与甚而引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审视和定位学科教学论，更新陈
旧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以及研究范式，培养和造就具有学科教育素养、富有反思意识的合格的师资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随着传统师范教育体制被教师教育一体化所取代，学科教学论作为教师教育的
一门重要课程不再是教师接受专业教育的终点，而是渗透在教师教育的全过程，为教师职业之旅奠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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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师院校本科学科教学论系列教材：语文教学论》依据语文新手教师掌握、发展语文教学的理
论认识和实践能力来建构，按照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外拓展三篇展开。
第一章至第五章为第一篇，包括学习语文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研究教学对象、设计教学方案、根据教
学方案应用教育技术、编写教案与学案并进行试讲等内容。
第六章至第九章为第二篇，它由引入新课、展开新课、巩固新课、评价教学等部分组成。
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为第三篇，包括开展课外活动和教研活动以及促进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等内容。
《高师院校本科学科教学论系列教材：语文教学论》力求说理简洁明了，语言通俗易懂，借助丰富而
鲜活的教学案例阐明教育原理和方法，突出“适切”与“为用”的价值取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师院校本科学科教学论系列教材：语文教学论》适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师范生使用，也可为
中学语文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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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作业批改与辅导第三节 练习课与复习课第四节 测验及试卷讲评第九章 评价教学第一节 语文教学
评价第二节 学生语文学习评价第三节 语文教师教学评价第三篇 课外拓展第十章 开展课外活动第一节 
课外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第二节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第十一章 参加教研活动第一节 语文教研活动第
二节 说课第三节 观课与评课第十二章 规划专业发展第一节 明确专业发展目标第二节 进行语文教育科
研第三节 开发语文校本课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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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记忆力　　记忆力是影响语文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要求记诵的内容很多。
字的音、形、义，不去记忆，怎么会读、会写？
经典诗文、名句名段，不去记诵怎能提高文学素养？
可见，记忆对于语文学习是何等的重要。
记忆的方法很多，人们将其概括为“记忆十诀”：记忆的根本在于背诵，记忆的基础在于理解，记忆
的窍门在于重复，记忆的技巧在于设问，记忆的法宝在于争论，记忆的措施在于整理，记忆的助手在
于联想，记忆的捷径在于简化，记忆的良方在于摘录。
记忆的动力在于应用。
　　3.思维能力　　积极的思维是提高语文成绩的重要保证。
思维能力是学习语文的核心，我们常说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比较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能力等都
属于思维能力的范畴。
语文学习是离不开思维的，如学习小说、散文，就要运用形象思维来想象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景物
；在写记叙文时，也要运用形象思维想象经历过的事情，等等。
所以说，思维对语文成绩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语文教学一改过去的满堂灌，要求学生学会自主探究地学习，思维更显得
重要。
　　（二）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是除智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心理因素的总称，它主要包括动机、
兴趣、习惯、情感、态度等心理成分。
非智力因素对语文学习的影响远远大于智力因素，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从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造成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只是很小的一
个因素，更主要的是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非智力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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