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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改革和培养目标的需要，根据国家教委师范司的建议，我们决定
组织编写适合师范特点和教学要求的汉语言文学和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系列教材。
1988年以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已就汉语言文学和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各门主干课教材，从全国师
范院校遴选了富有教学经验的高水平的专家、教授与作者，并在总结和吸收师范院校教改经验和编写
教材经验基础上，开始了本套教材的编写工作。
到1990年秋季，这两套教材陆续出版发行。
　　组织编写具有师范特点的本科系列教材，我们尚缺乏经验，希望得到全国师范院校领导和广大师
生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得到关于本教材的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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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教育学科和重要的语文教育专业课程，它为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搞好
语文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语文教育学的建立有其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依据，它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整个语文教育
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并促使它们从整体上达到完整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
语文教育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语文教育的问题，并且逐渐
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教育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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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上海在会考基础上进行高考的改革试验不同，广东省经国家教委批准，自1986年开始着手进行
语文高考的标准化考试改革试验。
试验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改革，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于
语文学科特点的标准化考试方法。
1987年1月定稿的语文标准化考试大纲规定了考试的主要项目，如考试的内容、范围、方式，试题的形
式和数量，考试时间，评分方法等。
　　从1987年到1990年的试卷看，广东省高考语文试题的结构是，全卷分第一、第二两卷。
第一卷全是单项选择题，第二卷主要是写作题（1987年还有多项选择题，1989年、1990年还有填空、
文言文翻译题等）。
第一卷使用答题卡，可放进电脑评分；第二卷则采用人工评分。
1987年的第一卷又分A卷和B卷，A、B两卷的题量、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每题的正确选择项排列位置不
同。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作弊。
第一卷题目的顺序大致按照内容相对集中，由浅入深，逐题安排；每题一个题号，不采取大题套小题
的排列法，便于考生按统一的题号作答，保持思路的连续性和流畅性，减少核对题号之苦，避免套错
题号。
与传统的语文考试相比，广东省高考语文试卷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试题的取样较宽，知识
覆盖面较大。
根据对1987年、1988年两年试卷的统计，试题内容包括语文知识、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写作等
四个方面的21个大项，覆盖的知识小点有90多个。
这样宽的覆盖面，大大提高了试题的有效性，减少了得分的偶然性。
　　第二，试卷的长度大，考了读、写速度。
试卷长度大，指的是题量多。
比如，1987年为57题，1988年为62题，1989年是55题。
从字数来看，广东卷的题量也是大的，如1987年试卷合计字数为9013字，1988年试卷总字数为9975字，
比一般的高考试卷多出几千字。
试卷长度大的好处是突出考查了考生的读写速度，对考生思维的敏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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