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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松华先生是我大学同学，从事职业教育已近三十个春秋，现为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体
分院院长，印象中一直是极为热忱而勤勉的，这次嘱我作序，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种类型，近几年高职教育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学校规模还是在校生数量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教材建设明显滞后，比如大学语
文教材就存在以下问题：有的教材过于简单，定位在给学生的“补课”上，使大学语文成为高中三年
语文教学的简单重复，被人戏称为“高四语文”；有的则将本科教材拿来临时顶用或略加修改，脱离
了高职学生的实际情况。
因而出现了学生厌学，教师怕教的情况，再加上部分学校领导重视不够，大学语文正面临着被“边缘
化”，显然，编写出具有高职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是当务之急。
松华兄主编的这本《高职实用语文》顺应了这一要求，不仅编得及时，而且编得有新意，无论在体系
结构、内容选择与安排，还是在教学设计、教材呈现方式等方面都反映出编者的良苦用心和独具慧眼
。
　　全书特点可以概括为“三新”。
　　一是体例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出版社自发编写和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几十种，虽然陆续出版了几
种全国通用教材，如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选文经典、学理严谨，流传广、影响大，被人们视
为范本。
但该教材选文范围有局限，不适合高职学生使用。
近几年出版的几十种高职大学语文教材不少还是沿袭徐中玉先生的编写体例，依然是“旧瓶装新酒”
，往往课文前面是作家、作品介绍与文体介绍，结尾做个阅读提示，然后就是问答题，没有体现出大
学的特色，尤其是高职的特色。
这与中学语文教材并无多大区别，从而影响学生对课程的认识，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松华兄主编的《高职实用语文》以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主线，在总结第一线教学经验的基础
上，多方借鉴，实验提炼，精心设计出一套听、说、读、写、书与自学结合的教练模式，自成一体。
该教材有四个模块：“书写编”、“听说编”、“读写编”、“扩展编”，力求切实提高学生的书写
、听说、读写、自学能力。
比如“书写编”，着重介绍了学习书写如何选帖、读帖、摹帖、临帖、背帖、创作等常识，同时要求
学生认真临摹所附的“常用字书帖”，做到“每天一练”，每周上交，坚持两到三年，确保每个同学
对常用汉字做到“能认、能读、能写、能用”。
这样的设计可谓是独辟蹊径，既抓住了语文作为工具性的关键一面，也切合高职学生的实际，是一种
非常有益的探索。
附带说一点，松华兄在大学时就对书法和篆刻颇有研究，同学们的各种艺术图章均出自他之手，至今
我还保留着他送的一方图章。
也由于此，他对这一部分内容写得特别精彩。
　　二是内容新。
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
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而对于高职学生来说，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普遍存在偏难、偏深、专业性太强等问题，超出了
高职学生的接受范围，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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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心设置了四个模块：书写模块、听说模块、读写模块、扩展模块，每个模块都设计了范例、分
析、习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力求四结合，即教材编写与学生实际相结合，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教学与自学相结合，课内与课
外相结合，以能力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书与自学等能力。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语文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人员自学语文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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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话能力与口头表达是交际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沟通所运用的四种方法（听、说、读、写）中，“听”是在儿童发展期中最早学习的项目，也是人的
一生中运用最广泛的一项。
然而，“听”却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很好的一种沟通技巧。
在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大学教育中，“听”是教得最少的一项。
比较这四个方面，每个人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在倾听方面总是学得最少、做得最差的。
　　什么叫“听”？
有些人认为，听就是当一方讲话时，另一方保持沉默，听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所以他们便误以为倾听
需要的是礼貌，而不是技巧。
这种没有积极主动参与的“倾听”，所接收的信息就不具有任何意义。
打个形象的比方，就如同一些人为了松弛身心或为了打发时间收看电视节目一样，在电视机前花费了
几个小时的时间，智力却处于打盹的状态。
　　在口语交际中，听和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听和说，通常包含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双向沟通，是社交性的行为，需要说者与听者都在场，说的人
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听者，听者接收对方传递的信息。
表面看，说者主动，听者被动；而事实上，有效的听说需要双向的对谈与响应。
可见，听说方式的传达会比读写更复杂、更难以控制。
　　听是自外而内的吸收，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一条最便捷、最重要的途径。
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良好的听话能力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
调查表明，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听课时大多能快速而准确地捕捉知识要点，并善于对教师讲授的
内容进行选择与重新组合。
一位善于听讲的人，不仅可以获取说话者所讲的全部信息，甚至可以从语境中得到启发，获取到超出
说话者所输出的信息含量。
例如，著名化学家法拉第年轻时听过化学家戴维四次总共只有4个小时的演讲，但他却记下了368页的
笔记。
根据听记的材料，法拉第整理出版了《亨？
戴维爵士讲演录》一书。
该书不仅准确地记录了戴维所讲解的知识，而且整理出他不曾讲出的信息，并配有符合题旨的精美插
图。
这种超常的发挥与法拉第良好的听说能力密不可分。
　　积极参加口语交际实践，学会积极主动地倾听是培养听话能力的关键。
了解说者想说的话，观察他如何讲出来，注意说者结论所提出的理论或论证，这些是有效倾听不可或
缺的条件。
倾听不像阅读，它受时间的限制。
别人说的话我们只能听一次，而且听的速度必须依据说者的速度来决定。
我们不能要求说者暂停，请他重复刚刚所说过的话。
而阅读时若想思考刚读过的东西，想把书本放下多久都行。
因为传达者（说者）所用的词语，极少与接收者（听者）完全相同，所以听者必须不断努力地去理解
某些相同语句所代表的不同含义。
换言之，就是倾听者必须注意说话者真正所要传达的主旨概念，而不是把他们的每句活都当成重点。
　　美国斯佩里公司十分重视倾听的作用。
公司曾经出版宣传品、散发小册子，宣传倾听的重要性，而且为员工开设“倾听”的课程。
因为斯佩里认为，缺乏倾听的技巧及沟通的失败，是导致公司在各项业务上时间浪费、运作无效、计
划受挫和决策失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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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因为语言是民族的象征，通过本民族语言的学习，
可以传承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向心力，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本民族语言
的教学；同时语言又是一门重要的工具，学习、生活、工作无处不用，可以说民族要振兴、个人要发
展都离不开本民族语言的学习。
为此，编者们根据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培养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反复的研究和实践，组织编
写了这本《高职实用语文》。
《面向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规划教材：高职实用语文》精心设置了四个模块：书写模块、听说模块、
读写模块、扩展模块，每个模块都设计了范例、分析、习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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