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阅读教学对话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阅读教学对话论>>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6463

10位ISBN编号：7516116467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慕君

页数：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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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阅读教学对话论>>

内容概要

　　《阅读教学对话论》在确定研究基点的基础上，从对“对话”的本质分析入手，从对话作为人的
原初本能和对话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两个角度，探讨了对话作为关涉人类存在的哲学命题，回答的是人
与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
通过对阅读教学的本体——语言和言语进行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剖析与逻辑推演，首先讨论了语
言的本质，然后讨论了语言与言语的关系，继而讨论语言与言语的现实性——对话，并得出阅读即对
话这一结论。
通过对阅读教学系统的分析，归结出阅读教学系统的对话本质。
在此基础上，《阅读教学对话论》分别从阅读对话的内在机制及阅读教学对话的实践两个主要层面展
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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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慕君，女，1977年1月出生，辽宁庄河人。
先后于辽宁师范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分别获文学学士、教育
学硕士学位。
2003-2006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攻读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师从倪文
锦教授，获教育学博土学位。
现为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土生导师。
主持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一项，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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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将语言知识化的“知识中心主义”的驱使下，在阅读教学的实践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形
象就自然而然地得以确立并被认可，“教师中心主义”也顺理成章地在教学中产生。
这种模式强调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和课程安排的逻辑组织，认为教师是教学过程的权威
，传授的知识是绝对真理，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这是典型的权威型师生关系的表现。
这种关系在弗莱雷那里被称做“讲解关系”。
这一关系包括讲解主体（教师）和耐心地倾听客体（学生）。
在讲解过程中，其内容，不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从现实中获得的经验，往往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
气可言。
教师谈论现实，就好像现实就是静态的、无活力的、被分隔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在这种教学关系中，教师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他的讲解内容——这些内容与现实相脱离，与产生
这些内容并能赋予其重要性的整体相脱节。
教师的话被抽去了具体的内核，变成空洞的、遭人厌弃和让人避而远之的唠叨。
讲解（教师是讲解人）引导学生机械的记忆所讲解的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变成了“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
教师越是往容器里装得完全彻底，就越是好教师；学生越是温顺地让自己被灌输，就越是好学生。
于是，教育就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
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
教师不是去交流，而是发表公报，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
这就是“灌输式”的教育观念主导下的“教师中心主义”模式的显性特征。
“学生中心主义”模式是对“教师中心主义”模式的纠正，却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
调学生的自由，忽视了教师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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