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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文百八课》里的文选有两大特色，一是语体文比文言文多，二是应用文和说明文比较多。
四册七十二课有选文144篇，其中语体86篇，文言58篇，大致是三比二。
现在看起来，这好像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这是很突出的。
当时流行的几种初中国文课本都是文言文比语体文多，销行最广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课本几乎
全是文言，只有很少几篇语体文点缀一下。
《国文百八课》里的应用文有十多篇，其中有书信，有调查报告，有宣言，有仪式上的演说词，有出
版物前面的凡例，有公文标点与款式。
说明文有二十来篇，如《梅》，《蟑螂》，《动物的运动》，《霜之成因》，《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
游干旱之原因》，《菌苗和血清》，《苏打水》，《导气管的制法》，《机械人》，《图画》，《雕
刻》，《农民的衣食住》，《科学名词跟科学观念》，《说“合理的”意思》，《何谓自由》，《美
与同情》，《论语解题》等等，篇数之多，方面之广，也都胜过同时的别种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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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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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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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课　　文话一　文章面面观　　文章是记载世间事物、事理，抒述作者意思、情感的东西。
每一篇文章有着内容与形式的两方面，某篇文章记载着什么事物、事理或抒述着什么意思、情感，那
事物是什么样子，事理是否真确，意思是否正当，情感是否真挚，又，那些事物、事理或意思、情感
对于世间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诸如此类是内容上的探究。
同是记载事物、事理或抒述意思、情感，在文章上有多少方式，怎样说起，怎样接说下去，什么地方
说得简单，什么地方说得繁复，到末了又怎样收场，以及怎样用词，怎样造句，怎样分段落，怎样定
题目、加标点：诸如此类是形式上的探究。
　　每读一篇文章该作内容的与形式的两种探究。
文章的内容包括世间一切，它的来源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不但在文章上。
至于文章的形式纯是语言、文字的普通法式，除日常的言语以外，最便利的探究材料就是所读的文章
。
　　中学里国文科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的学习和写作的学习
。
这两种学习，彼此的关系很密切，都非从形式的探究着手不可。
　　从古到今，文章不知有多少，读也读不尽这许多。
取少数的文章来精读，学得文章学上的一切，这才是经济的办法。
你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除内容的领受以外，有许多形式上的项目应当留意；对于各个项目能够逐一留
意到，结果就会得到文章学的各部门的知识。
　　一、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类？
和哪一篇性质相似或互异？
这类文章有什么特性和共通式样？
（文章的体制）　　二、文章里用着的词类，有否你所未见的或和你所知道的某词大同小异的？
（语汇的搜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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