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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宗礼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
1972年至1976年在泰州中学学习时，就知道洪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作风严谨、妙趣横生的老师。
后来不断看到他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听到他编写教材成功的故事；特别是近十年来，他在语文
教学、教材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产生广泛影响，蔚成大家风范，更使我敬意倍增。
现在，洪老师的教学经验、研究成果、心路历程汇聚在《洪宗礼文集》之中，有了深入学习、了解洪
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的宝贵资料。
读完这部文集的样稿，我深为洪老师的成就，为母校，为家乡而自豪，为我国语文教育思想、母语教
材理论的发展创新而欢呼。
　　认识洪老师的人，无不对他的认真、严谨，对他的激情、执着，留下深刻的印象。
细读洪老师的文集，品味洪老师的人生，陡然从心底里跳出八个字来：脚踏实地，仰望天空。
　　洪老师从一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成长为一位令人景仰的语文教育家，其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
漫长岁月。
前20年，他致力于语文教学实践；后30年，他致力于语文教材编写；其中最近10多年，他致力于中外
母语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
他在每个阶段，对每个领域的研究，都不是肤浅的，而是实在的、深入的。
他脚踏实地，一步步走过来的历程，显现出一条“教学实验——教材编写——理论研究”的独特轨迹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宗礼文集>>

内容概要

　　《洪宗礼文集1：语文教育链》是洪宗礼五十年来的教育研究成果的结晶，涵盖了教育教学、教
材编写、教育科研三大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该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卷一《语文教育“语文教育“链”》、卷二《引导的艺术》、卷三
《语文教材编制创新》、卷四《中外母语教材研究》、卷五《思维训练教材建设》、卷六《虔诚的教
育者》。
本册为卷一《语文教育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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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脚踏实地仰望天空序二——奇迹的启示我的语文教育观目标：构建语文教育“链”以系统思想
为指导，从整体上改革语文教学论语文是基础工具论语文教学的知行统一观语文教学必须有鲜明的个
性漫话语文教学改革论叶圣陶语文教学的创新思想“用课本教”的艺术语言思维同步发展刍议论阅读
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写作教学中的思维训练想，是一个总开关选准写作与思维训练的结合点语文课重
在“引读”引而不发，跃如也引读十法珍惜每堂课的分分秒秒阅读方法纵横谈置单篇教学于单元教学
之中参读法略说说“默读”思想内容分析题与语文能力训练“理想语文课”的再思考字词教学略说段
落教学略说朗读教学略说说复述记叙文教学略说说明文教学略说议论文教学略说视听结合，助读促写
重点落实，双边落实紧扣课文，重在应用开拓新领域，天地更广阔引你走进绿色的伊甸园让作文教学
活起来探索有效的作文批改方法评改一篇作文“预则立，不预则废”给学生一双“鹰眼“我”，也是
生活的主人让学生在写作中乐思勤思善思既练“笔力”，又练“目力”提倡写“豆腐干”文章探索合
乎科学要求的“更新一代”的中学语文教材编排体系我的“双引”教学论与“三一”教材观论汉语文
教材的优选、组合和延展提高教材编写质量是教材建设的根本润物无声，点滴渗透构建面向21世纪中
国语文教材创新体系的探索中小学教科书不宜城乡分编引你走进“自我提高的学校谈语文教师的三项
基本功教研组要组织教师既教又研教学语言要炉火纯青备好课也是一种艺术架起读写结合的“桥梁”
略论高师生的基本素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重读叶圣陶推进新课程我与苏教社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是维系海峡两岸人心的纽带吟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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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容、年级特点、学生实际水平，从不同要求出发，采取多样化的练习形式。
如在书面练习中，可以通过辨字、拼音、抄写等练习，帮助学生掌握字的音、形、义，养成良好的书
写习惯；通过辨析词义、选词填空、成语填空、联字成词、联词成句、组词成段、比较或写出同义词
、填写反义词、摘录佳句、列词汇表等，帮助学生丰富词汇，提高用词造句的能力；通过听写、默写
、改写、缩写、扩写、译写、续写、编写人物层次和段落提纲等练习，提高学生布局谋篇的能力，以
及阅读课文和写作的能力。
在口头练习方面，通过朗读、背诵、复述、提问，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针对不同年级的特点，要采取不同的练习形式。
低年级可多搞单一性的应用练习，形式力求活泼。
如可以把成语、常用词编成语文游戏，也可把一些语文规律编成顺口溜、儿歌，引起学生兴趣，帮助
学生理解和记忆。
又如把一个单元的主要文言实词、虚词和句法知识，编人一则短文，让学生进行翻译，就像书法上通
过“永”字练主要笔画那样，练的内容集中，又带综合性，利于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能力。
在听、说、读、写训练中，应以读与写的基本训练为重点。
这些训练，力求安排在课内，以利及时巩固知识。
有的教师把上述原则概括为“三个为主”：以字词句基本功训练为主，以读、写训练为主，以课堂训
练为主。
　　多练要有计划性、科学性，这也是提高多练效果的重要方面。
教师要从课本的特点和学生实际出发，全面地、合理地安排练的内容。
要有全学期的计划，也要有一个单元的计划、一篇课文的计划。
就一篇课文来说，是全局计划的一部分，是完成单元或全册课文教学要求的一个环节，内容要集中，
分量要适当，不能把一篇课文的练习搞得多而杂。
当然，形式要多样，题型要富有变化，题目要有典型性、灵活性。
要贯彻多练又精练的原则。
安排练习要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单一到综合，体现循序渐进的原则，有科学的序列。
根据巩固性原则，对一些重点的知识要有适当的反复。
反复，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每次反复中都应有所提高，螺旋式递进。
一些常用词语或成语，如“伫立”、“萦怀”、“休戚相关”、“惟妙惟肖”等，在课文中复现率较
高，只有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反复练习，才能在多种语言环境中理解和灵活运用。
除课本上规定的训练内容外，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补充一些练习，有利于学生的知识加深加宽。
但增加的内容应纳入计划，保持训练的系统性，并力求与课本内容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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