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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跨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便越发真切地感到：当今的地球的确变得越来越小了。
“让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成了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人民共同的、
豪迈的心声。
这心声，决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它已经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努力，成为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高瞻远瞩的战略。
　　教育，原本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世界各国人民，当抬头眺望未来2l世纪的曙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教育”，都是新世纪一代新
人的铸造和培养。
国外的未来学家断言：“2l世纪的竞争，将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
”中国当代的伟大哲人也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种对教育事业的共同情结，迫使人们要彼此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交流，以期各展
所长，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往来穿梭于世界各地，就是这种世界性的共同心态的反映。
　　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以继承前人文明成果、开创未来历史新篇章为己任的教育事业，在
这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给世界奉献了“四大发明”，奉献了浑天仪和圆周率，奉献了孔子、屈原、
司马迁、张衡、杜甫、李白，直到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无数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伟人。
既然中国的传统教育能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民族瑰宝，那么掸尽历史封尘，她的血液之中就必定潜藏着
我们民族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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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语文教育”丛书之一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任务是对清末民初直至20世纪90年代
初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作历史的勾勒，为当今语文教育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
全书内容的重点在中学，同时也兼顾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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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第二节 语文教育观的更新与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　第三节 新时期语文课程、大纲和教材的建设
　第四节 语文教育的研究阵地和理论体系建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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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白话文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实施的一系列语文改革，曾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政治上的低潮导致文化上的
逆流，原先就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很快就几近销声匿迹。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后，政治上的封建复辟势力与文化教育界的封建复古
主义者，纷纷重登历史舞台。
或是再弹“尊孔读经”老调，或是又蹈“桐城、选学”旧轨，古文、文言文便随之充斥文化教育领域
。
渴望民主与自由的新潮知识分子决不甘心封建思想文化的反扑，一场新的白话文运动在“五四”前夕
酝酿着，正待揭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序幕。
　　1915年，正在美国东部留学的胡适，与同期留学的赵元任商量决定以“中国文学问题”作为留学
生“文学与科学研究部”的年会讨论题目。
胡适撰写的论文题目便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他在写这篇论文时，发现了古文之弊。
他说：“汉文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
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
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
故曰半死之文字也。
）旧法不明此义，以为徒事朗诵，可得字义，此其受病之源。
教死字之法，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所谓讲书是也。
”胡适从世界语言文字发展的角度考察，认定古文是半死文字，而以白话为活文字，为他日后提出“
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国文教授革新的主张做出了先声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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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与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发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30年代国语
国文课程　　教材教法研究的深八　　抗日后国统区的文化苦旅和　　国语国文教育　　老解放区的
国文国语教育　　新中国语文学科建设与初步改革　　国民经济调整日期的语文教学　　新时期的改
革开放与　　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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