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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课题研究
成果。
　　一、研究缘起　　从1997年开始，中国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
社会各界对于语文教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与讨论。
在批评与讨论的过程中，论争的焦点问题是文学教育。
将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学教育具有的和应该
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少并且单一、陈
旧；另外，中小学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
 人们认为．在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于极其有限的文学作品，教师往往采取“肢解”分析的方法
，使学生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整体形象，得不到情感的熏陶、审美的体验，无法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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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认识文道关系的演变是理解语文教育论争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课程改革对后来文学教育
思想的发展、母语教材的编写，以及具体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众所周知，20世纪工具理性占据了
主导地位，科学主义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选择20世纪末语文教育论争，这四个问题
本书都有所研究，课题组采取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力争从整体上把握每个问题的同时，又努力
作具体、详细的探讨。
例如，为了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改革在文本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把当时的所有课文与后
来教材的课文一一作了比对分析，来证实其影响。
其他部分也运用了这种实证研究方法，例如选择不同时期同一篇课文的课后习题设计，来分析文章解
读方面的变化和变化中所隐含的理念。
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法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从中也发现了很多宏观论述无法得到的认识
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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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代语文教育文道关系的演变　　文与道关系的论争是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的一条基本
轨迹。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道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科学与人文”的论争以及90年代末的语
文教育大讨论，半个世纪以来，文与道的关系是语文教育领域中最具争议而又最有吸引力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课题。
这里所谓的文与道的概念，沿用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道之争”中对文和道的界定：文是指语文知识
教育，侧重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以及与之关联的基本能力训练；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内在的思
想内涵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价值观念塑造。
　　本章以不同时期文道关系的主流方向作为依据，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78年、1992年的教
学大纲以及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作为分期的界限．把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文道关系的发展历
程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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