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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读到这部论文集，我的心里不免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
书中的这些作者，大部分不算是资深的老教师，也并非耆宿学者，但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对于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语言文学各门课程的教学及教材建设所做的思考，却回答了当前高等院校语言文学教学
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并且可以升华到教育理论的层面；同时，这部论文集中所论述的一些重要观点，
都是有着深厚的经验基础的。
我之所谓&ldquo;经验基础&rdquo;，也许主要的不是教龄之长，而是在文学教学方面的用心之深。
当然，书中如赵雪教授、杜寒风教授、谢筠副教授、李顺刚副教授和石旭红副教授等作者，也都是有
多年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而大多数作者，则是这几年从国内名牌大学博士出身的年轻教师。
如果论教学时间，也许都不算长，但在课程教学领域中所做的独到思考，却是出于教学实践的真切体
验，乃至于具有当下文学教学的普遍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也许有的教师在某个学历阶段有过类似
的学习经历，但总的来说，都很难说是在教育学的框架中来谈大学的文学教育问题。
但我敢于断言，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普通教育学所无法涵盖的。
当然还包括语文教学法等。
普通教育学研究的是一般的教育规律，语文教学论在各师范大学中属于教育学在语文教学领域中的分
支，所研究的是语文教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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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授业解惑辨思录：语言文学教改论文集》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普通教育学所无法涵盖的
。
当然还包括语文教学法等。
普通教育学研究的是一般的教育规律，语文教学论在各师范大学中属于教育学在语文教学领域中的分
支，所研究的是语文教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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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从讲授式到探究式：艺术类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转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动漫实践化探讨中西
理论的分合辩证：文学理论教材改革设想文学理论课堂教学中的训练试论传媒人才的古典文学教育试
谈中国古代文学史A、B类课程教学的重点教书有术&mdash;&mdash;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方法谈试论大学
人文科目教学的基本方法&mdash;&mdash;以《文学概论》课程为例传统与创新：国外大学人文学科的
创新型教育浅见&ldquo;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演出&rdquo;活动报告&mdash;&mdash;暨《中国古代文
学史》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论鲁迅与中国语文&mdash;&mdash;谈谈我的鲁迅课教学的一点心得加强多样
性和实效性的写作训练&mdash;&mdash;写作课教学改革探索传媒专业应用写作课程教学改革初探试论
主体性教育理念与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跨学科思路接受理论视阈中的
美学教学改革论多媒体条件下的《艺术概论》。
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大学《艺术概论》课堂教学的两个&ldquo;出新&rdquo;尝试浅谈古汉语课的作用
及其教学改革问答模式与《文学概论》课堂教学改革谈知识元教学法在公共基础课教学中的应
用&mdash;&mdash;以中国传媒大学&ldquo;中国文学史A&rdquo;课程为例略论艺术院校现代文学史教学
的诉求方式教学改革与师德建设&mdash;&mdash;试谈大学写作课中情感和理性教育的方法与实践现代
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浅论网络语境下的《语言艺术与写作》课程教学革新汉语课堂教学话语分
析浅谈多媒体在古代汉语课教学中的作用汉字学理论与汉字教学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听说课程考试改
革刍议哈士电影观摩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运用&mdash;&mdash;以《太太万岁》为例80后教师与90后
学生：在PK中求得双赢&mdash;&mdash;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及课堂建设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谈
高校教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论网络信息时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内在价值&mdash;&mdash;《中国现代文
学史B》教学模式新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跋：信息时代的为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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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运用这种探究性方式开展古代文学教学，教师要注意维护学生创新思维的苗头，不要轻易否定学
生的观点，也不要过早给出一个现成的固定说法，使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
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知识发掘者，思维的视野被大大拓展
了。
由此可见，探究式教学充分体现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的&ldquo;导&rdquo;完全为学生
的&ldquo;学&rdquo;服务这一现代教学理念，同时将学生的认知活动与非智力因素紧密地联系起来，
可以说是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和学生古文素养的重要手段。
　　三、教学中心的转变　　探究式教学与我们习惯的讲授式教学有很大的不同，它要求教师把教学
知识当作一种过程而不仅仅是作为结果的知识体系。
教学活动中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获得过程。
因为就古代文学的知识内涵来讲，课堂讲授只是一个引导和发散的过程，学生不可能凭借有限的课堂
知识就能把古代文学学好，课后大量的阅读、识记、判断、积累乃至社会实践、人生体验才是学生主
要的知识源泉。
当然，探究式教学并不轻视知识，但更关键的是要在掌握知识过程中得到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
另外探究式教学是从问题开始的，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探究式教学的开端。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通过阅读文本、分析归纳、创设情景等途径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
教师应该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将新知识置于问题情境当中，使获得新知识的过程成为学生主动提
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教师应尽量避免将固定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应让学生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而找到答案
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比如我们可以将授课班级的全体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小组作为课堂内外的学习集体，通过分工合作的
方式，充分利用学校、院系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互联网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进行自主学习，主
讲教师根据教学计划提出若干探究式课题，每一学习小组选取其中某些课题也可自拟课题进行思考研
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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