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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系列之一的“语文教育观新建构”专册，具体包括
了：语文教学的认识论与存在论、新语文教育的背景与它的新质、新语文教育与复归传统、表现本位
的理性崛起、教育功能和目标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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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明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主要研究语文课程与教师发展理论、语文教育文化学与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理论，以及语文教学
解释学、语文阅读本体论、语文阅读接受论，、语文阅读体验论、语文阅读活动论和文学解读学理论
。
现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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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引言：理论前沿的考察、警醒与沉思第一篇“大语文”观与“小语文”观一、“大语文”与“小
语文”二、口头生活语言与书面传媒语言三、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第二篇 语文教学的认识论与存在论
一、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思考（一）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描述（二）语文教学改革需要什么哲学根基
（三）需要认识论，但更需要存在论二、语文教学与人的建设第三篇 重建与反思：新语文教育论一、
新语文教育论纲（一）新语文教育的背景与它的新质（二）价值论：由强塞“公话”到张扬“私语”
（三）本体论：由“应用”为本到“精神”为本（四）操作论：由“举一反三”到“举三反一”（五
）原理论：着意精神，着力语言，得益能力二、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一）真实自由，回归语文教
育“人文”之本（二）举三反一，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三）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诵读
”之本（四）重文写白，回归语文教育“文化”之本（五）文字素养，回归语文教育“文字”之本（
六）化意为字，回归语文教育“生活”之本三、新语文教育与复归传统（一）新语文教育的提出（二
）新语文教育复归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三）新语文教育复归千年语文教育传统（四）新语文教育复
归传统语文教育“三原则”（五）新语文教育的“文就是道”（六）“人文”、“人文精神”真义不
是“思想教育”四、新语文教育：反对“伪圣化”（一）第一种表现：禁绝个人语言、个性语言、多
元解读（二）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三）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
化”、“升华”情结五、限制科学主义 弘扬人文精神第四篇 语文教育：走向表现与存在一、语文的
革命：言语生命论转向二、范式的诠释：生活、阅读本位三、现代语文教育范式批判四、表现本位的
理性崛起（一）写作的功用大于阅读的功用（或者说写作包含了阅读）（二）写作活动兼容了阅读活
动（三）写作能力的要求高于阅读能力的要求（四）阅读有益于写作，写作更能促进阅读（五）写作
本位比阅读本位更能达成教学结构和功能的和谐统一五、语文之醇境：引领言语人生六、语文之化境
：诗意地安居七、语文之使命：生命的表现与存在八、生命之维：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纲要（一）
教育观念（二）教育功能和目标（三）教学原则（四）课程架构（五）教材体例（不包括初级阶段的
识字教材）（六）教学方法（七）测评方法第五篇 语文教育：一个文化的过程一、语文教育文化过程
的本质（一）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的内涵（二）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的本质二、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的特征
（一）形象体验性：情感与生命的投注（二）内隐变通性：主体与对象的沟通（三）精神生成性：心
灵与品性的陶）台（四）整合统一性：工具与人文的化合三、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的功能（一）唤醒功
能：唤起文化意识的觉醒（二）认知功能：促进认知结构的发展（三）陶）台功能：净化心灵情感价
值观（四）创造功能：激发文化的创造行为四、语文教育文化过程的开拓（一）转变学习态度和语文
思维模式（二）发掘课内外教材文本文化资源（三）诱发学生文化审美欲望与需求五、语文教育文化
过程的设计（一）树立语文教育文化过程观（二）注重课程设计的文化渗透（三）把握教学过程的文
化构成（四）加强教学策略的文化体现第六篇 语文课程的唤醒教育观理论一、唤醒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探寻（一）教育的唤醒本质（二）唤醒教育的内涵（三）唤醒教育的价值探寻二、从哲学、教育学、
心理学角度透视唤醒教育（一）后现代主义视域内的唤醒理念（二）建构主义视域内的唤醒理念（三
）多元智能理论视域内的唤醒理念（四）激活理论视域内的唤醒理念三、语文教育史中的唤醒教育理
念扫描（一）教育本质论：依循人之本性，启发自觉之心（二）教育目的论：注重人文化成，构建完
美人格（三）教学内容论：实行学科综合，唤醒全人发展（四）教学方法论：强调以学为主，追求理
想境界四、语文新课程中的唤醒教育理念阐释（一）唤醒树人意识，构建全人发展的新课程价值观（
二）唤醒文化意识，构建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新课程文化观（三）唤醒生命意识，构建回归生活的新课
程生态观（四）唤醒课堂情绪，构建自主建构的新课程学习观五、阅读教学中的唤醒教育（一）阅读
教学作为解读活动（二）阅读教学流程中唤醒教育的实施六、写作教学中的唤醒教育（一）唤醒兴趣
，使写作成为学生的内在需要（二）唤醒经验，与学生的生命成长建立联系（三）唤醒思想，写作是
内化与外化的统一（四）唤醒想象，给学生一方自由的天空七、语文知识教学中的唤醒教育（一）语
文陈述性知识教学中的唤醒教育（二）语文程序性知识教学中的唤醒教育八、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中的
唤醒教育（一）自主探究，唤醒创新精神（二）交往合作，唤醒参与意识（三）回归生活，唤醒活动
体验（四）学习统整，唤醒整体发展九、语文教学评价中的唤醒教育（一）作文评价中唤醒教育的实
施（二）考试评价中唤醒教育的实施第七篇 语文课程的文化建构观原理一、课程范式转换及其文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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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一）从“学问‘中心”到“学生中心”（二）从“课程开发”到“课程理解”（三）从“现代”
到“后现代”二、语文课程的文化透视（一）课程作为文化：一个动态过程观（二）课程作为工具：
课程文化的封闭（三）课程文化建构：本体文化的回归三、语文课程的文化建构属性（一）整合性：
促进生命个体的总体生成（二）体验性：生命意义的超越与升华（三）理解性：文化建构中的视野融
合四、语文课程的文化传统与选择（一）文化传统：语文课程文化建构之根（二）语文课程：文化传
统的整合与创新五、语文课程的文化建构使命（一）语文课程的生命形态：一种价值取向观（二）语
文课程的过程模式：一种文化过程观（三）语文课程的超越品质：一种文化反思观第八篇 语文教学的
人本教育观追求一、完整性建构：语文教学的永恒主题（一）我国“成人”、“乐学”的古代教学理
想（二）西方“个性”、“完美”的历代教育追求二、人的发展：语文教学的基本出发点（一）人本
教育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二）人本教育思想对语文教学的影响（三）人本化语文教学的选择与追求三
、个性的关怀：语文教学人本化智慧（一）个性心理的生成与建构过程（二）个性心理建构的取向追
求（三）创造：个性人格的展现与表达第九篇 刘国正：整化语文工具观一、整化语文工具观的建构（
一）整化语文工具观的实质（二）整化语文工具观的特征二、语文生活观思想的发展（一）对语文教
学与生活关系的历史性检讨与追问（二）对语文与生活关系本体论认识与理解（三）语文生活观付诸
实践的原则与途径三、语文教材观的创新性智慧（一）语文教材的科学化建构：序化组合、功能整合
与动态建构（二）语文教材的最优化追求：信息与智能结构的优化四、阅读教学观的多维化构想（一
）阅读本体的总体呈现：功能、能力（二）阅读教学的实践策略：历练、驱力（三）阅读教学必须双
翼并举：课内、课外五、写作教学观的创新与发展六、文学教育观的求实情结（一）文学教育本质观
：求实性情结与发展性定位（二）文学教育功能观：多维化整合与完整性建构（三）文学教育策略观
：“确有助益”与最优化实施第十篇 于漪：人的完整性建构观一、于漪语文教育性质观（一）对语言
特性的阐释（二）对语文人文性的认识（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二、于漪语文教育目的观（一）
“人的建构”的目的观（二）“人的建构”目的观的发展三、于漪语文教师素质观（一）教师的人文
情怀（二）教师的业务素质（三）教师的创造品格四、于漪语文情感教育观（一）教育事业是爱的事
业（二）熏陶感染塑心灵（三）兴趣激发求知欲五、于漪语文教育观的启示（一）语文教学必须弘扬
人文精神（二）语文教学必须实施素质教育（三）语文教学应注重知情结合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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