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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国家课程标准高中语文实验课本(试编
本)》必修模块五册，以及选修系列的《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和《新闻阅读与写作》，将逐步进入试
教阶段。
为及时总结试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帮助教师理解和使用试编本，我们开始编写这套“语文教师手
册”丛书。
“语文教师手册”丛书的定位试图兼顾两个方面：(1)从课本编撰的角度探索-语文课程、教材、教学
。
(2)为创造性地编写与试编本按册对应的“教师教学参考书”所进行的前期工作。
前一个定位，表明丛书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着眼点于语文课程、教材、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探”，
供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参考。
后一个定位，显示丛书与试编本的密切联系，它着眼于试编本的修正与改g．摸索“教师教学参考书
”的新模式，供试教学校的高中语文教师使用，有的还将与试教学校合作编撰。
丛书拟包括以下几种：《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新探·学理基础》分“语文课程理论新探”、“语文教
材理论新探”、“语文教学理论新探”三个部分，陈述试编本的合编者对语文课程、教材和教学的基
本认识。
《语文教材建设新探·试教交流》包括试编本的单元说明、试教实录及讨论、对相关课例的研究等。
共三辑，每辑分“语文课本编撰试验”、“试教反思与交流”、“教材篇目的课例研究”三个部分，
其中第二、三辑将与试教学校合作编撰。
《文学阅读教学新探·课程开发》包括试编本7个文学单元和2个古代诗歌单元的“课文”解读，文学
阅读知识的梳理与开发，课文教材设计的说明及教学建议，相关课程资源等，并对文学阅读教学作进
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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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师手册”丛书的定位试图兼顾两个方面：（I）从课本编撰的角度探索语文课程、教材、教学
。
（2）为创造性地编写与试编本按册对应的“教师教学参考书”所进行的前期工作。
    前一个定位，表明丛书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着眼点于语文课程、教材、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新探”
，供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参考。
    后一个定位，显示丛书与试编本的密切联系，它着眼于试编本的修正与改善，摸索“教师教学参考
书”的新模式，供试教学校的高中语文教师使用，有的还将与试教学校合作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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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语文课程理论新探  第一讲　“语文”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
　    1.1  本体论提问与构成论回答    1.2  “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1.3  “教什么”与什么是
可教的  第二讲  语文教学内容是如何生成的？
　    2.1  语言的背景性质与语文教学内容的寄附性    2.2  语文教材的双重价值与语文教学内容的未定性  
 2.3  语文教学内容的生成与生成者    2.4  语文教学内容的动态呈现  第三讲　“语文知识”是个什么样
的问题？
　怎样讨论？
　    3.1  明确“语文知识”概念    3.2  研究讨论的层面    3.3  认定要讨论的问题的内涵    3.4  “语文知识
”问题的讨论方式  第四讲　如何正确认识“语文知识”问题？
　    4.1  “语文知识”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4.2  语文课中的知识类型    4.3  知识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4.4  
知识开发的视域和立场问题    4.5  知识教学的四种方法  第五讲　“语感”与“语识”是一种什么关系
？
　    5.1  “语感”与“语识”    5.2  三种性质的语文实践活动    5.3  语文课程的主体内容是“语识”  第
六讲　什么是“整体感知”、“整体把握”？
　    6.1  在阅读层面上的讨论    6.2  在阅读教学层面上的讨论    6.3  “整体感知”与“分析”    6.4  初步
的结论  第七讲　阅读能力与文章体式是什么关系？
　    7.1  阅读能力的具体性    7.2  阅读方法的具体性    7.3  过去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7.4  初步的结论  第
八讲  我国的语文课为什么几乎没有写作教学？
　    8.1  问题的提出    8.2  “文学性的散文”及其不可教性    8.3  “文学性的散文”应试化与“虚情假感
”的盛行    8.4  可能的解决方案：放眼“文学性的散文”之外语文教材理论新探  第一讲  如何认识“语
文教科书”？
　    1.1  明确语文教科书的“课本”功能    1.2  明确语文教科书“课程研制”的责任    1.3  明确语文教科
书“呈现方式”的教学价值    1.4  明确语文教科书“供选择”的商品属性  第二讲  语文教材的“语文性
”何以是一个问题？
　    2.1  语文性：课程论的视角    2.2  语文教材的“语文性”　　2.3  语文教材的“非语文性”及其来源
   2.4  “语文性”的方法论反思与现实的选择  第三讲  “语文教材内容”是什么含义？
　    3.1  “课程内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辨    3.2  关于“语文课程内容”    3.3  “语文课程
内容”的教材化     3.4  “语文教材内容”的教学化  第四讲  如何看待语文教材的“开放性”？
　    4.1  语文教材“开放性”的含义    4.2  “开放性”与语文教学“模糊性”的关系  第五讲  语文教材
选文有哪几种类型？
　    5.1  “定篇”类型选文    5.2  “例文”类型选文    5.3  “样本”类型选文    5.4  “用件”类型选文   
5.5  选文类型鉴别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六讲  如何体现语文教材的“学习指导功能”？
　    6.1  语文教材的“学习指导功能”    6.2  “练习系统”的具体化、阶梯化、流程化语文教学理论新
探  第一讲  语文教学的现状如何？
　    1.1  “四方杯”优秀语文教师选拔大赛观感    1.2  13堂课展示的真实及问题讨论  第二讲  如何从教
学内容的角度观课评教？
　    2.1  什么是从教学内容的角度观课评教    2.2  怎么从教学内容的角度观课评教    2.3  什么是“连续性
考察”    2.4  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意味着什么  第三讲  语文课例研究有哪些样式？
　    3.1  课例研究与“评课”的不同点    3.2  语文课例研究的五种样式  第四讲  文学阅读该教什么？
　怎么教？
　    4.1  对小说教学的思考    4.2  对诗歌教学的思考  第五讲  如何认识阅读教学中的“对话”？
　    5.1  关于“阅读对话”    5.2  关于“教学对话”    5.3  “阅读对话教学”的理解及出现的问题    5.4  
初步的结论  第六讲  如何理解“创造性阅读”？
　    6.1  创造什么    6.2  用什么来创造    6.3  怎么创造  第七讲  如何理解“个性化阅读”？
　    7.1  个性化阅读是必然的、可能的    7.2  是心理个性，还是阅读个性    7.3  “个性化阅读”的三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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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形态  第八讲    目前作文教学中的文章体式合适吗？
　    8.1  对“四分法”的轻率改造    8.2  “基本文体”的一系列漂移　　8.3  “三分法”给作文教学带来
的后果  第九讲  怎样进行语文综合性学习？
　    9.1  关于语文综合性学习边界问题的思考    9.2  以做小课题形式开展的语文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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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文课程理论新探第一讲“语文”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
 1.1 本体论提问与构成论回答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
，语言+文化。
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
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这种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这
一问题的恰当的回答方式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
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
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
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
“语文课教什么”。
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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