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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知识创新和新技术变革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和
信息化社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层次变革。
在教育领域，这些挑战和深层次变革带来的影响，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莫过于人才观、质量观和
教育观的转变与重树，“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回避
的时代命题。
如何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从普通民众到教育工作者，从教育部门到高等院校，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在思索，都在求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纪之交，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率先吹响了回应号角，掀起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力图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环节和突破口，打通一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革新之
路。
　　然而，要打通这样一条路并非一帆风顺。
新课程改革的推行和实施，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即通过对原有的教师进行培训自然就可以达
成。
事实证明，仅仅通过培训来推行新课程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新课程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教育观
、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教学观等一系列从教育理论到教学实践的全面变革和转向，特别是一线
教师和新教师对新课程改革全新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以及将之转变为有效的教育教学实践行为
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它需要从师资培养的源头做起，即重新检视传统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体
制机制和模式，将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质性地对接起来，主动搭
建和打造适应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与实施要求的师资培养平台。
如何将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进行实质性的对接，如何搭建和打造这
个平台？
这些问题无疑要落实到教师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头上，而作为地方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主体和推动基础
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地方高师院校必须主动出击，以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的勇气与自信作出积
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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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注重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和应用性。
全书分九个单元，旨在了解、巩固、提高学生记叙、议论、说明和布局谋篇的能力。
《大学语文实用教程》注重大学语文教学的可操作性和趣味性。
选文新颖、健康、有趣，文后特设阅读提示，便于学生自学。
每一单元的说明指明教学目标，单元练习围绕教学目标进行，以便教、学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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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主张的常用文体
。
它与记叙文、说明文的主要区别在于：记叙文是以情感人，说明文是以知授人，而议论文则是以理服
人。
　　一般说来，议论文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
　　论点就是文章所要议论、阐述的观点，是作者要表达的看法和主张。
论点的提出和确立要注意：（1）正确性。
论点的说服力根植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这又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是否正确
，如果论点本身不正确，甚至是荒谬的，再怎么论证也不能说服人。
因此，论点正确是议论文的最起码的要求。
（2）鲜明性。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非常鲜明，而不能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3）新颖性。
论点应该尽可能新颖、深刻，能超出他人的见解，不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也不是无关痛痒、流于
一般的泛泛而谈，应该尽可能独到、新颖。
　　论据就是证明论点的材料、依据。
论据分为两类，即事实论据（包括具体的事例、概括的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和感受等）和理论
论据（包括前人的经典著作、至理名言、民间的谚语和俗语、科学上的公理、规律等）。
使用论据的要求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1）确凿性。
我们必须选择那些确凿的、典型的事实。
引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材料作为论据时，必须注意所引理论本身的精确含义。
（2）典型性。
引用的事例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这一类事物的普遍特点和一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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