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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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讲述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俄罗斯文学是一种
富于精神性的文学。
俄罗斯文学中渗透了深刻的哲理，哲学文学化和文学哲学化是俄罗斯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史，都和俄国解放运动有着紧密联系。
和俄国解放运动息息相关、相互呼应是俄国19世纪文学走向世纪辉煌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如此，整个19世纪以普希金的名字为标志的俄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
同样灿烂辉煌的文化高峰之一。
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不但是俄罗斯，而且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并且还将持久
地对全人类发挥其影响。
　　文艺学对中小学文学教学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因为文艺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学科，是多
种学科的综合体。
文艺学首先是艺术哲学，在苏联史上，列宁的艺术反映论无疑对中小学校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作品
与其创作环境、文学中如何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
例如对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驿站长》等经典作品的阐释，二三十年代和今天就有很大差异。
过去文学教科书里选《驿站长》主要着重其阶级斗争意识，这和当时庸俗社会学文论占据统治地位无
疑有很大关系。
如今．人们在对这样的经典进行阐释时，恐怕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那样，更多着眼于小说的超阶级
的博爱精神。
在对果戈理的态度上，以前人们根据别林斯基的著名论断，强调果戈理艺术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退步
（《死魂灵》第二部的失败）。
如今，果戈理与斯拉夫派的思想渊源。
果戈理的宗教哲学思想，果戈理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思考，果戈理作品中的宗教哲学内涵
等的揭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果戈理形象。
经典重读就是在全新的意识观照下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在发展中发掘传统经典作品的强大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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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白银时代1（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节教育概况第二节教育界革命思潮的萌动第三节1905
年革命期间的教育第四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教育第五节教育理论、教育家及教育思想第二章白银时
代2（1917-1930）即十月革命后阶段第一节对学校的革命改造第二节决议、大纲和学校网络第三节人
民教育体制的改变第三章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时期（1930-1945）第一节社会历史背景第二节文艺
学和文学发展第三节中小学文学教学概况第四节文艺学与文学教学法思想的发展第五节雷勃尼科娃在
中小学文学教学法研究领域的贡献第四章战后时期（1945-1963）第一节教育文化状况第二节赫鲁晓夫
对思想文化政策进行的调整第三节赫鲁晓夫在教育领域的改革第四节中小学文学教学概况第五章勃列
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一节“停滞”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节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和文艺学发展
第三节1964-1977年的教育改革第四节文艺学的发展变化对中小学文学教学的影响第五节文学教学法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章戈尔巴乔夫时期（1982-1991）第一节改革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节改革背景
中的文学和文艺学发展第三节80年代的教育改革第四节改革时期苏联中小学文学教学的基本情况第五
节文艺学发展对中小学文学教学的影响第七章苏联教育学家和教学法专家的理论探索和实验第一节赞
科夫第二节苏霍姆林斯基第八章苏联中小学文学课的实际教学第一节文学课的年龄段特点第二节文学
课教学过程分析第三节十年级《战争与和平》课堂教学实例分析第九章当代俄罗斯文学教学法研究第
一节白银时代文学教学法研究对于今天的影响第二节从中小学文学教学法研究看文艺学思想的渗透第
三节文学教学法与中学文艺学的关系第四节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附录1．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问题2．回眸百年看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流向何方3．经典重读：当今俄罗斯如何讲
述果戈理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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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文学教学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苏联时期有几位著名的文学教学法专家，他们的理论和
观点影响了整个苏联时期的文学教学。
像苏联早期有名的雷勃尼科娃、戈鲁勃科夫等，他们对后来的文学教学法专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甚
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导师。
他们两人开创了苏联文学教学法研究的先河，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
库德里亚舍夫就是他们之后的代表人物。
鉴于他的主要著述大部分都是在六七十年代问世的．我们把他放在这里作专题介绍。
　　库德里亚舍夫是著名的教学法专家、教育学家。
当过教师，参加过卫国战争。
战后长期在普通和工科教育科研所工作。
1970年起在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内容和方法科研所工作，并常年领导《中小学文学课》杂志的编辑工
作。
具有丰富的文学教学实践经验和文学教学法理论研究实践经验。
　　库德里亚舍夫长期致力于文学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工作．试图把教学法当作一门教育课程来揭示它
的科学基础。
在他早期的教学法著作中就表现出一个研究型教育家的特点。
他十分关注文学课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审美教育问题，提倡在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注重不同类别作品
的特色。
他早期的一本教学法教科书《论5—7年级文学作品的语言教学》（1951）中，明显反映出他受另一位
文学教学法大家雷勃尼科娃理论的影响。
他早期的教学法论文都曾引起激烈的大讨论，像《论文学教学法的若干迫切问题》（1948），《论文
学教学法的现状和任务》（1956），《作为一门科学课程的文学教学法》（1959）。
在谈到影响教育进程的三个基本要素（教学客体、教师和学生）时，库德里亚舍夫强调了学生个体在
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是他的博士论文《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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