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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我国的教材体系看，有关小学语文的综合性教材大概有四个层次：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中师）
、小学语文教育学（大专）、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本科）、小学语文教育专题研究（研究生）。
不同层次的教材有不同的教学要求和内容，适合于不同的阅读对象。
关于本教材作如下说明。
　　一、本教材的书名确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小学语文的本科教材已有十几个版
本，且名称各异，如崔峦主编的《小学语文教学论》（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松泉等主
编的《语文教学概论》（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倪文锦主编的《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
（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江平主编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岳强主编的《小学语文实用教学论》（2004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刘淼主编的《当代语文教育学》
（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本书取名《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体现语文课程改革的新要求，加强对语
文课程有关问题的介绍。
二是反映国家对学科教材名称的最新定位和要求，实现与国家颁布的教材分类的一致性。
三是关注语文学科教材的建设方向，重视对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的双重研究。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主要定位于大学本科的教学要求，其使用对象主要是小学教育专业的大学
本科生。
本教材也适合在职小学语文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
　　二、本教材的基本框架　　本教材试图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较全面地阐述小学语文课程
和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整书的内容。
本教材全书十八章，依次为：　　宏观：第一章“语文课程性质”；第二章“语文课程标准”；第三
章“语文教育文化”；第四章“语文课程资源”；第五章“语文教材建设”；第六章“语文教育智慧
”。
　　中观：第七章“语文教学目标”第八章“语文学习指导”；第九章“语文教学内容（一）识字写
字、口语交际”；第十章“语文教学内容（二）阅读、习作”；第十一章“语文课外阅读”；第十二
章“语文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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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其内容为：语文课程性质、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育文化、语文
课程资源、语文教材建设、语文教育智慧、语文教学目标、语文学习指导、语文教学内容、语文课外
阅读、语文教学评价、语文文本解读、语文课堂任务、语文课堂构建、语文教学设计、语文课堂形态
、语文课堂诊断。
本书的编写遵循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探索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力图做到内容丰
富、材料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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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慧的形成　　[学习专栏6-3]教例：个别与全班第二部分　中观论　第七章　语文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的界说　　[学习专栏7-1]《黄河象》的认知教学目标　　二、教学目标的功能　　[学
习专栏7-2]识字教学效果对比实验　　三、语文教学目标的分解　　四、语文教学目标的编制　　[学
习专栏7-3]丁有宽读写结合教材的知识体系　　五、语文教学目标的实施　第八章　语文学习指导　
　一、语文学习的状态　　[学习专栏8-1]语文学习状态的评价指标，　　二、语文学习的路径　　三
、语文学习的方式　　四、语文学习的指导　　[学习专栏8-2]小学语文学习软件简介　第九章　语文
教学内容(一)　　一、语文学习的习惯　　[学习专栏9一1]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二、汉语拼音教学
　　[学习专栏9-2]小学语文汉语拼音表　　三、识字教学　　[学习专栏9-3]港台及海外华人的汉字教
学识字量表　　四、写字教学　　[学习专栏9-4]汉字笔画名称表汉字间架结构表　　五、口语交际教
学　第十章　语文教学内容(二)　　一、第一学段阅读教学　　二、第二学段阅读教学　　三、第三
学段阅读教学　　[学习专栏10-1]丁有宽读写结合思想　　四、写话教学　　五、习作教学　第十一
章　语文课外阅读　　一、课外阅读的价值　　[学习专栏11-1]名人谈课外阅读　　二、课外阅读的
类型　　[学习专栏11-2]读书方法指导课例　　三、课外阅读的指导　　四、课外阅读的展示　　[学
习专栏11-3]课外阅读考级　　五、“书香校园”的建设　第十二章　语文教学评价　　一、语文教学
评价的理念　　[学习专栏12-1]标准化测验的十大常见误区　　二、语文教学评价的内容　　[学习专
栏12-2]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IRLS)的一份试卷(2006)　　三、语文教学评价的标准　　[学习专
栏12-3]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阅读评价标准(五年级)　　四、语文教学评价的方法　　[学习专栏12-4]成长
记录袋第三部分　微观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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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文教育智慧的培养、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是建筑在语文教育经验基础上不断感悟的过程。
　　（一）语文教育思想　　语文教育如果从“术”、“法”入手，的确有利于操纵和把握，然而容
易使教学失去灵气，也无法形成语文教育思想。
其实，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思想的底蕴。
剥离了思想根基的操作方法，就像无根的花草，很快就会枯死。
　　1.审视语文教育思想　　20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叫赵鑫珊的学者在复旦大学讲座，有位大学生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爱因斯坦？
这位学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培养了平面的物理学家，但缺少像爱因斯坦这样有深沉哲学思想和风格的
科学家。
一个教育智者，除了经验的积累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拥有教育智慧。
缺乏教育哲学思想眼光的教育者，就难以成长为教育智者。
有人问靳家彦老师：“你平时使用最多的一个词语是什么？
”他回答：“为什么。
”这是他的智慧的流露。
　　思想是理论的灵魂，也是理论成熟的标志。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思想有多好，课就有多精彩。
一个有思想的教师不会照本宣科，不会按部就班，不会人云亦云。
巴尔扎克说过：“一个会思想的人是力量无边的人。
”教育思想在学习和相互交流中生成，在思考和研究中提升，在写作中得以梳理。
学习和思考是产生思想的基本途径。
让语文教育充满思想，让思想充满智慧，让语文课堂荡漾在博大、深邃的思想之中。
　　2.引发思想的碰撞　　不同思想的碰撞，是产生教育智慧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教育智者以教育智慧成家，非以文字成名。
与名人碰撞，与经典碰撞，与同行碰撞，与学生碰撞，与现实碰撞，在碰撞中产生真理，在碰撞中萌
生智慧。
培养批判性思维，在思想碰撞中吸收、交融和反思，是增长教育智慧的智能基础，也是增长教育智慧
的重要途径。
思想碰撞的具体形态是：惊异、怀疑，感受、体悟，博览、沉思，说出、倾听，激情、执着。
我们每天要应对诸多具体教育教学事务，但我们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寻求教育思想的碰撞。
超越教育事务常态，分析现象，解析问题，发现规律。
教育工作者始终伴随着思想碰撞，必有着智慧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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