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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十五”规划的全面展开，全国教师
教育结构稳步调整，教育资源逐步重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的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就师范学院层次而言，我国2002年已有师范学院70所；另有28所师范专科学校通过合并升格为综合学
院，仍然保留教师教育的职能与任务。
也就是说，这一层面的师范院校已达百所之多。
随着办学规模的迅速拓展，一般师范院校普教在校生数均在五千至万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有四十年办学历史的老校，还是刚刚由师专、教院等为基础升格的新校，都面
临诸多的困惑与挑战：一、原有的办学模式的制约因素。
传统的师范院校满足于培养“灌输”型的教师，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基本上立足于“够用”这
一标准，在前瞻性、系统性等方面比较欠缺。
二、区域空间制约因素。
传统师范院校往往满足于为本地区范围培养人才，缺乏交流与流动，与当前涌现的跨地区，甚至是国
际性的人才培养方式和培养需求严重不适应。
三、规模与质量等矛盾性制约因素。
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同时，迫切要求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高，而课程和教材往往是决定质量的
关键性因素。
传统的师范院校在课程建设、课程开发以及教材建设方面投入不足、重视不够。
四、新技术、新时代发展的挑战。
网络技术的发展，校园网的普及，网上学校和网络课程的出现，这些对传统师范教育模式无疑会带来
冲击。
显然，传统师范教育中教材内容陈旧和滞后，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需要，也不适应教师
和学生的教与学的要求。
因此，必须研究和解决高等师范院校课程与教材面临的这些共同性问题。
　　高等师范院校的课程与教材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也是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建设和教学改
革的突破口。
教师、学生、课程这三个要素中，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必然以课程作为中介性载体。
“课程”内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社会、教师、学生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课程开发的核心不在于创造出更多的课程，而是充分挖掘课程内涵，拓展课程边际，不断更新课程内
容，更加贴近学生。
而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教材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教材在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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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是人的主体、复合、动态的行为活动和创造性脑力劳动过程。
那么，什么是写作学？
写作学就是研究写作规律、特点以及实践操作和运用的学科。
写作那么重要么？
是！
如果放在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看，由于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实践，写作活动一直在开发、记载和发
展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蓄聚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影响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道路，甚至成为
人生的一种追求，生命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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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写作学与写作教学一写作学的涵义二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第二节写作的特性与规律一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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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一节写作的过程一写作感知的过程二写作运思的过程三写作行文的过程第二节写作的操作一、心
理操作二行为操作第三节写作能力训练一写作感知能力训练二写作运思能力训练三写作行文能力训练
第三章写作思维与方法、技巧第一节写作思维一写作思维的品质二写作思维中的“模块”现象三写作
思维中的“模糊”现象第二节写作方法与技巧一写作方法二写作技巧第三节创造性训练一想象训练二
联想训练三创新思路训练第四章写作成品与读者第一节写作的成品一成品的构成要素二成品的分类三
成品的风格第二节成品的读者一读者的层次二读者意识三读者心理第三节阅读能力训练一速读能力训
练二精读能力训练三解读能力训练四记忆能力训练下编文体与案例第五章应用体第一节应用体概述一
应用体的界定与作用二应用体的特征与分类第二节事务文一计划与总结二简报与规章制度三调查报告
第三节礼仪文一祝辞二贺信第四节书信一一般书信二申请书三求职信四咨询信第五节应用体案例分析
一事务文写作案例二礼仪文写作案例三书信写作案例四应用体的思考、讨论与练习第六章新闻体第一
节新闻体概述一新闻体的界定与作用二新闻体的特征与分类第二节消息一消息的特征二消息的类型三
消息的写作方法第三节通讯一通讯的特征二通讯的类型三通讯的写作方法第四节深度报道一深度报道
的特征二深度报道的类型三深度报道的写作方法第五节新闻体案例分析一消息写作案例二通讯写作案
例三深度报道写作案例四新闻体的思考、讨论与练习第七章理论体第一节理论体概述一理论体的界定
与作用二理论体的特征与分类第二节社会评论一社会评论的特征二社会评论的类型三社会评论的写作
方法第三节文艺评论一文艺评论的特征二文艺评论的类型三文艺评论的写作方法第四节理论体案例分
析一社会评论写作案例二文艺评论写作案例三理论体的思考、讨论与练习第八章文学体第一节文学体
概述一文学体的界定与作用二文学体的特征与分类第二节散文一散文的审美特征二散文的文体分类三
散文的写作方法第三节小说一小说的审美特征二小说的文体分类三小说的写作方法第四节诗歌一诗歌
的审美特征二诗歌的文体分类三诗歌的写作方法第五节网络文学一网络文学的特点二网络文学的文体
分类三网络文学的写作方法第六节文学体案例分析一散文写作案例二小说写作案例三诗歌写作案例四
网络文学写作案例五文学体的思考、讨论与练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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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三种趋向　　1.由模糊趋向清晰　　写作主体对感知对象的感知，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
由不确定到逐渐确定的过程。
这是因为感知对象的存在形态从来都不是单纯划一的，而是一种相互交错、复杂多变的模糊集合，作
为心理活动重要因素的知觉（记忆）中的表象，也没有客观现实中的形象明朗清晰，事实上是边缘不
清、甚至混杂模糊的。
应该承认，在写作的感知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模糊思维。
王蒙说他写《夜的眼》是由于感觉和感受的引动，但“这个感受是什么？
讲不太清楚，有点朦胧”。
然而，正是这些讲不太清，有点朦胧和模糊的东西，在支撑写作主体由感知向运思推进，凭借“灵性
”和“激情”，神助似地成篇。
模糊并非混沌一团。
感知之时，由于写作意识的作用，走出模糊、朦胧的迷雾，摆脱不确定、似是而非的状态，不仅是主
体的一种心态，而且逐步趋向清晰明朗的态势已蓄聚起来，为感知物的能够了然于心和孕育成型，为
认知的能够深化，并最终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打下了基础。
　　2.由无序趋向有序　　写作主体对感知物各自独立、杂乱无序的刺激已开始按照写作意向进行接
纳或排拒，产生感应；对由外物形象到感知形象再到留存在感知记忆中的流动易变、模糊可塑、混杂
并陈的表象，已开始进行整合，试图作出合理合情的解释；对主体自身的动机、需要、兴趣等多种因
素无序混合的内驱力，也在写作意识的调控下渐渐凝结为强烈而又明确的表达欲。
事物的无序状态，在感知过程中已逐步趋向序列化、条理化、系统化，为运思的进一步加工提供有用
依据，为行文表达的明晰、畅达、层次分明创造条件。
　　3.由残缺趋向完形　　写作感知过程中，受着情感和理性双重制约的主体，为着写作的需要，总
是从有机的整体的心理结构出发去感知客观事物。
然而，被感知的事物却不一定能够满足写作的需要，很可能以一种不连续的、残缺甚至支离破碎的形
式出现。
主体这时会产生一种追求完整、完形甚至完好、完美的感知兴奋，整合破碎，补充残缺，弥合断痕，
试图修补被感知的事物。
修补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记忆信息的重现和想象加工，这一过程也可能在新的感知活动中继续向前推进
，直到与“思”相结合而完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写作学新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