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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能写·能讲·能教）（第2版）》是教育部高等
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中由潘新和教授负责的课题“具有师范性、素
质性特色的高师写作课程改革”研究的终结性成果。
1998年5月开题以后，课题组成员全力以赴，认真投入了调查研究工作。
他们相继在闽、浙、苏三省10所高师院校、30所中学的1万余名学生中作了一次“中学语文教育现状”
的问卷调查，作者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能写·能讲·能教）（第2版）
》近10年的教学、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20年来我国高师写作课教学改革进程作了宏观的检
讨和思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拟订出新的高师写作教学大纲，并推出了一系
列重要研究成果，才开始进入编写阶段。
我十分赞赏这一注重调查研究、基础研究的做法。
在我看来，前几年出现的一些不成功的教材，东拼西凑，肤浅平庸，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编写前
不做调查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匆忙地组个班子就草率地开始编写，是其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因此，这个课题组的做法值得学习和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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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新和，1952年12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教授、语文与写作教研室主任。
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学科指导组顾
问、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等。
在《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光明日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写作》《语文建设》等
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
主持国家教育部“高师教学改革计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福建省社会科学
“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等研究。
长期致力于写作、语文教育史、语文改革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写作和语言界有广泛影响。
撰著和主编《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写作：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等著
作和教材十余部。
曾荣获首届全国高师写作研究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写作学会第二届优秀沦著一等奖、首届全国教育
图书奖二等奖、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被评为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
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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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试论高师写作课程的师范性和素质性一、高师写作课程的师范性：作者、学者、导师三位一体
二、高师写作课程的素质性：基本素质与相关素质的统合三、高师写作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初步构想作者篇：能写——写作素养论第一章 写作心智：写作基本认知图式的建构第一节 人格
论：立诚求真一、写作的最佳控制：人格控制二、人格的核心内容：立诚求真三、人格培养的基础：
识见学养第二节 语感论：心领神会一、写作的语言表现：辞达而已二、写作的语言训练：语感习得第
三节 文体论：研文辨体一、写作行为的要件：文体感觉二、文体感觉的核心：文体图式第四节 采集
论：博览约取一、写作的观察：超越直观二、写作的调查：超越言语三、走进文献世界：学会读取第
五节 感知论：同化顺应一、感知机理：和世界的对话与融通二、感知途径：自我分析与体验移植第六
节 构思论：塑形抽象一、构思原则：立意、简化与打散构成二、构思模态：立骨、比并与多面拼装第
七节 想象论：标新立异一、想象的创造：表象与情感的思维二、想象的“语法”：反常合道三、想象
的训练：追求形象与奇特【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写作技能：写作基本表现方式的习得第一节 五种基
本表达方式一、叙述：概况的交代二、描写：形象的复呈三、议论：观点的论证四、说明：对象的解
说五、抒情：情感的宣泄第二节 叙事论：写作感性思维方式一、叙事寓意：叙事的灵魂二、叙事方式
：叙事的预设三、叙事视角：叙事的策略四、叙事建构：叙事的实现第三节 阐释论：写作知性思维方
式一、阐释功用：价值的取向二、阐释主体：能力的建构⋯⋯学者篇 能讲——写作原理论导师篇 能
教——写作教学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

章节摘录

　　3.按照叙事主体的心理规律建构　　人有七情六欲，情感有强烈有淡漠，感受有深刻有肤浅，感
觉有敏锐有迟钝，因此对外在事物的体验、感受和印象就因人的心理状态、情感态度乃至利害关系而
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
按照主体的心理规律来建构，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叙事，因为叙事对象往往凝聚或染上了叙事主体的情
感色彩，即使是自然现象，也已经是“人化的自然”，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①自然景观已是主体投射自我、观照自身的对象。
这种叙事逻辑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依据是人的心理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理性、因果和逻辑的特性；
因此，它是创造性或虚构性叙事建构的首选。
按照心理规律建构的叙事，除了具有富于个性化和自由度的优势外，还是创造“艺术的真实”的重要
根源。
经过主体体验过和折射出来的人生或自然，尽管其外在形态可能与原型已相去甚远，甚至已扭曲变形
，但叙事对象也因为凝聚了主体的情感、积淀了人生的意味，而能够诉诸读者的深层心灵；依据这种
规律建构的叙事，就可能超越现象或假象的层面，触及事物的本质和人生的底蕴。
按照意识流动的特征来建构也属于心理规律，这类建构中比较难驾驭的是依据潜意识流动的特征的建
构。
由于潜意识本身具有的非理性特性，典型的意识流建构的叙事经常在读者那里遭遇到解码的失败。
不过，就像生产创造消费一样，新的叙事也会创造新的阅读和欣赏。
就现在来看，能够接受意识流建构的叙事的读者已日趋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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