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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像亲近生命、亲近绿色、亲近山水田园一样，我们亲近着文学。
　　人的一生几乎一直与文学相伴，与文学结缘。
童年从哪里开始？
从背诵“床前明月光”开始，从神奇的童话、美丽的传说、隽永的寓言开始。
故事是童年的乳汁。
岂止童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借用文学来描述。
如果说无忧的童年属于纯真的童话，那么，飞扬的青春属于浪漫的诗歌，如日中天的中年和夕阳满天
的晚岁属于激越的小说与闲适的散文。
　　无论你曾受惠于通俗的民间文学，还是得益于经典的唐诗宋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总有最敏感
、最细腻、最温柔、最美好的一角属于文学。
文学是真正的心灵绿地。
它让我们这颗染着浮躁的心灵获得安顿、栖居、暇思与宁静。
面对这个物质与功利至上，四处弥漫着消费文化的繁华俗世，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一份诗意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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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是自1904年以来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小学文学教育
百年历史的专著，富于学术创新意义。
作者对中小学文学教育发展的百年演变过程给予了全景式展示，对中小学文学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主要误区作出了掘进式揭示，对21世纪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理念与策略展开了前瞻式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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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耀红，湖南长沙人，教育学博士。
湖南教育报刊社《湖南教育》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主要研究期刊理论与实践、语文课程与教学。
先后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等出版
类核心期刊发表出版专业论文13篇，在《中国教育学刊》《高等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教育学论
文20余篇，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发表教育通讯报道10余篇，发表教育随笔、散文30多篇。
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著有《没有语文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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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论　　一、研究缘起　　二、文学、文学性与文学教育　　　　上篇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的近代独立　　一、中小学文学教育近代独立前的“泛文学教育”(先秦
一1904年)　　二、清末学制的颁行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近代独立(1904—1912年)　　三、民初新学制
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初步发展(1912一1919年)　　　　第二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一、中
小学文学教育现代转型的激进期(1919—1927年)　　二、中小学文学教育现代转型的沉思期(1927
—1936年)　　三、中小学文学教育现代转型的深化期(1936—1949年)　　　　第三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
的当代发展　　一、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短暂繁荣(1949一1963年)　　二、“工
具论”的产生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长期低迷(1963一1990年)　　三、“人文论”的倡导与中小学文学
教育的复兴(1990年至今)　　　　中篇 现实的观照与测析　　第四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的论争与困惑　
　一、“文白之争”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转型困惑　　二、“文道之争”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目标游
移　　三、“语”“文”之争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关系困扰　　　　第五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问题与
成因　　一、文学生态：“实用”思想的影响与制约　　二、文学教学：科学主义的整体控制　　三
、文学教材：“教化情结”与“训练模式”　　四、文学阐释：“工具主义”下“手段”与“本体”
的倒置　　五、文学教师：专业成长中的“文学缺失”　　　　下篇 未来的前瞻与建构　　第六章 
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理念与策略　　一、确立“文学审美”的核心理念　　二、以“文学经典”奠定“
文化根基”　　三、凸显“文学语言”教育的本体地位　　四、平衡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多重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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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学习苏联的政治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末实施汉语、文学分科实验，中小学
文学教育作为独立之学科，拥有独立的教学大纲与教材。
此时的文学教育几乎以苏联文学教育为摹本，全面引入了“文学教学的知识体系”和“文学作品分析
的方法”。
盛极一时的文学教育，既作出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又留下了不少波及当下的问题。
随后，在“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的思想影响下，文学教育一度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禁区。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教育的地位才慢慢复苏。
在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文学教育的问题再一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由批判走向建设的语文新课程改革中，新课标对文学教育之地位与特点的阐释，新教材中文学作品
比例大幅提高的事实，人们对文学教学规律深入探讨，再一次描画出文学教育的春天景象。
　　纵观中国中小学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演变，虽然有着潮起潮落的跌宕，虽然交织着张扬与压抑，
欢歌与悲鸣，但“文学教育”始终是母语教育中最为动人的一脉。
　　其次，从中外比照作一横向考察，我们看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英、法、德等国家的母语课程
都非常重视古典人文教育，注重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母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定位于文学熏陶与道德
教育。
文学教材的选文几乎全部选用20世纪以前本国优秀作家的代表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以文学教育为主的古典人文教育传统受到了质疑与批判。
人们认为，母语课程不能仅仅强调古典人文教育，母语教材不能仅仅选择名篇名作；人们主张母语课
程要注重思维训练和语言能力培养，把文学作品作为练习听说的材料；主张母语课程要联系社会生活
，扩大阅读范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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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