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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素质教育是新世纪教育的主旋律。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明确指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作为基础学科的写作正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
它除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外，还担负着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操、审美修养、心理素质
以及创造能力、创新品质的重任。
作为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rdquo;的一项研究成果，高等
院校《现代写作教程》的出版，正体现了注重素质教育的时代主题。
由董小玉教授主持的，由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等13所高等师范院校的写作教师组成的课题组
，承担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ldquo;高师教学改革&rdquo;国家级项目&ldquo;师范院校写作教学体系改
革与实践研究&rdquo;。
这个课题组由写作学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整体实力强，素质好，且富于创新精神。
经过两年多的辛勤探索，课题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mdash;&mdash;编写了高等师范《现代写作
教程》这部教材（以下简称《教程》）。
八年以后，这部教材又被教育部列为&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我看来，这部教材不仅体现了写作学科建设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也反映了写作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通读《教程》书稿，我认为它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思路新颖。
理论层次高我们面对的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传播的网络化趋势，不仅为写作教
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对写作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写作教学的任务，除了培养学生学会语言文字的使用即&ldquo;能写&rdquo;外，还要培养具有知识含
量高，有应用知识能力的&ldquo;能讲&rdquo;、&ldquo;能教&rdquo;的高素质人才。
编写者从这一新思路、高立意出发，结合教材的专业方向，把教材的教学目标定位在培养新世纪
的&ldquo;综合型+智能型+传教型&rdquo;人才，即作者、学者、导师三位一体的新型语文教育人才上
。
《教程》贯穿了四条编写原则：一是以人为轴心，加强对写作主体的素质、教学主体的方法、接受主
体的心理的理论概括与总结；二是以文本为重心，力求准确地阐述文章的构成元素和文体规范；三是
以写作行为过程为中心，阐明感知、运思、行文的衔接和转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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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的研究成果，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我国写作学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编
著。
全书分绪论以及上、中、下三编，共十二章。

它吸纳了近些年来写作学科建设的新成果，紧密结合当前的写作实践，以新的视角，新的范例，具体
深刻地论述了写作原理、写作文体和写作教学，形成了高等院校写作学科新的科学体系。
本书既有理论的指导性，又有实践的示范性，还有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操作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理科、工科的选修教材，还可以供中小学语文教师
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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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锻炼综合素质　　现代写作课，从某一角度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素质教育课。
前文在讲现代写作的功用时，已对写作体现综合素质的问题有所阐述，这里强调的是综合素质的锻炼
。
因为写作课不是纯理论性课程，传授理论知识只是它的任务之一，并不是唯一的任务。
开发智力，强化能力，挖掘和拓展创造力，提高学习者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是现代写作课的重要任
务。
　　综合素质的锻炼，落实在写作能力的提高。
写作能力提高的关键在于训练思维，使之灵活、简洁、流畅，具有独创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能力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
一般所说的智力、专门的能力、创造力都属能力的范畴，能力还可表现为显能和潜能。
人的感受力、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力等心理品质也是能力的不同方面。
能力和知识、技能不同，但却相互联系，可以转化。
写作能力，既体现为一种智力，也体现为一种专门的能力和创造力。
写作课在为提高学习者的写作能力设计培养方案时，就需考虑其智力、专门能力和创造力的培育与开
发。
　　写作能力的高度综合，实质上是一个人&ldquo;智力&rdquo;、&ldquo;专门能力&rdquo;和&ldquo;
创造力&rdquo;的复杂结构形态。
智力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表现在写作活动中，它主要融会于感知能力、运思能力和行文能力之中。
专门能力是不同专业领域的一些特殊能力。
写作中主要表现为观察力、思维力、文字表达力等。
创造力是在不同领域善于解决新问题、独特创新的能力。
写作中表现为想象能力、联想能力、感悟能力等。
现代写作课责无旁贷地担负着培育、锻炼学习者的这些能力，使其写作水平、综合素质有明显提高的
艰巨任务。
　　锻炼综合素质，实质上是学习者要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
它应包括道德品质、性格、气质、能力等。
决定一个人的人格的因素有遗传、文化、社会、自我意识与潜意识等。
意志、道德、智慧，是人格的三大力量支柱。
写作者在锻炼综合素质的过程中，为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必须努力营造自我完善的心理环境和完美
的人格意识。
要营造这种心理环境和人格意识，就必须对人格的三大力量支柱不懈地进行追求，用&ldquo;至
真&rdquo;、&ldquo;至善&rdquo;、&ldquo;至美&rdquo;的标准，塑造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成为一个有
理想、有高尚道德品格的真正的写作者。
这是现代写作课的光荣使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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