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大学应用文写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编大学应用文写作>>

13位ISBN编号：9787307074347

10位ISBN编号：7307074346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

作者：洪威雷 编

页数：4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大学应用文写作>>

内容概要

　　《新编大学应用文写作》是原《应用文写作新论》的修订本。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89章。
上编为“应用文写作理论知识”，中编为“应用文写作文体知识”，下编为“应用文写作教学改革的
两种新模式”。
在中编中，内容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使用的所有应用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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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威雷，现任湖北大学教授、公文写作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应用
文写作研究会会长、国际汉语应用文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中国行
政管理》、《中美公共管理》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评论、报告文学等近二百篇，其中《勤恳掘宝
人》被美、英、法、德、日等七国全文翻译转载。
在中华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材二十多部。
多次应邀到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访问、讲学。
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光明日报社、湖北大学、世界管理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
果奖18项。
被《应用写作》杂志誉为“我国应用写作界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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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是说，如果学习不懂得方法，反而会使人更加迷惑不解。
因此，有了正确的方法，就能在学习中找到攀登的路径，渡过难关，并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学习应用文写作也不例外。
一般说来，要学好应用文写作，应从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认真学习、理解、掌握应用文写作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二是刻苦训练，提高写作能力。
怎样提高写作能力呢？
欧阳修说了一段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话：“惟勤读而多为之，自工。
”这就是说，只有勤读多练，才能提高写作能力，写好文章。
但怎样读？
如何练？
这里有个方法问题。
　　一、阅读的十种方法　　1.通读。
通读就是从头至尾读完，这是读书中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
运用通读之法，能了解所读之书的全部内容，掌握中心、要点，明确难点、疑点，以便决定是否值得
精读或研读。
一本书不通读，就难以全面掌握其内容。
对于在校的大学生，特别要重视通读必修课程的教材、教学参考书。
这对于系统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提高听课效率，是大有益处的。
在大学里，老师不像中学阶段那样按教材顺序一章一节，再加上一、二、三地逐一详细讲解，而是主
要讲重点、难点，有责任心的老师还把教材之外有关最新理论、知识和科学前沿的新动态，穿插到课
堂去讲授，因此要重视通读教材，才能紧跟老师讲课的思路。
什么是大学老师课堂上的讲课思路？
就是提出问题、明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系统。
只有掌握通读的方法，才有可能防止当堂听课出现卡壳的情况。
对于自学者，就更加有必要通读。
每学一门新的课程，对规定的教材从头到尾系统地、逐一地读下去，读出疑点，掌握难点，在老师答
疑解难时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这样看起来好像费时费事，实则相反。
只有通读了，你才有可能发现哪些内容对你来说是陌生的，哪些内容还难以理解，这样你在通读中就
明确了学习的难点，为下一步学习找准了目标。
　　2.精读。
精读就是逐字逐句地读。
通过精读，正确理解书中的内容，弄通弄懂最基本的知识，真正掌握其精髓及其内在联系。
精读的特点有三：其一是“精”。
精，就是精细。
读时，真正弄懂每一字、一句、一段、一节、一章的含义，细心领会，深刻感悟，逐一消化。
冯友兰说：“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渎。
”朱熹将其说得更确切些：“为学读书，须学耐心，细心体会，不可粗心。
若日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的深坑处。
未见道理时，恰如数宝物，包裹在里面，无缘得见。
必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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