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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境教学研究》研究成果实用性强，实践价值高，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纠偏功能、解
释功能和高效功能，对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素质、纠正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的诸多不当做法，
具有一定意义。
《语境教学研究》适合中小学语文教师、高师院校语文教育专业本专科生、语文教育专业研究生和语
文教育研究者阅读。
针对汉语言文字规律对语文教学提出的根本要求以及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亟须有与语文课程改革相应
的操作手段的现实需要，《语境教学研究》结合生动的案例，探讨了语境教学原理，创造性地阐述了
语境教学特点、教学原则、教学途径、操作程序、语境教学方法、语境学习法、语境备课法和语境评
价法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手段，并对语文教育领域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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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凡成（1965- ），男，江苏泗阳人。
1988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学论方向教育硕士，淮阴师范学
院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淮安市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明清小说等。
在《语文建设》、《红楼梦学刊》、《教育评论》等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参编论著四部
。
主持并完成省厅高校社科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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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知识教学五、口语交际教学第十四章 语境学习法一、语境学习法的运用范围二、语境学习法的
操作指导三、语境学习法的掌握四、语境教学视野下的训练设计问题第十五章 语境评价法一、语境评
价成立依据二、语境评价基本特点三、语文考试评价语境化四、作文评语写作语境化五、课堂学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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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汉语规律在教学中具象化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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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文性不是语文性质　　1．人文性不是语文学科独有的特点。
语文性质是语文本质属性的反映，是决定语文是语文而不是其他学科的根本特点。
语文性质只有一个，而且是语文这门学科独有的一个。
据此，语文固然属于人文学科，但人文性却不是语文学科独有的，其他人文学科如历史、音乐、美术
等也具有人文性，人文性无法把语文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
因此，说“人文性”是语文的一个特点则可，说是语文性质则不妥。
　　2．“人文说”的立论依据不妥当。
语文性质是由语文的特殊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语文学科关注的对象是言语形式而不是言语内容。
而“人文说”者的立论依据大多从言语反映的内容角度来立论，而言语的内容又恰恰是中小学各门学
科都要关注的焦点。
这就造成了立论依据的错位，因而“人文说”不足为训。
　　3．批驳“工具说”的理由不充分。
不破不立，提倡“人文说”者为破“旧”立“新”，决意置“工具说”于死地，把语文教育领域的许
多问题都强拉到“工具说”身上，认为“工具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如指责“工具说”带来了科学主义，导致了种种教学弊端。
此种认识并不准确。
首先，语文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强调科学化，教材编写、内容安排、训练体系、教学原则、教学模式及
教学方法等等，本来就需要实现科学化。
否则，语文教学质量无以保证。
目前，语文教学科学化程度并不高，就连语文概念、语文性质等说法尚不统一，哪里还好意思说已经
到了科学主义泛滥的程度？
其次，不能把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统统归结到“工具说”身上。
明眼人都知道，语文教育中的问题主要是由教育体制不佳、食洋不化及功利主义倾向等因素造成的，
与“工具说”并不搭界。
事实上，“人文说”者所反对的，也恰恰是“工具说”者所反对的，这一点，叶老的有关论述就是明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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