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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为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学生编写的必修课教材，在学术
方面注重提供框架性的知识结构，在实践应用方面注重提供程序性知识和教学策略。
它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
和课程内容及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为基本编写参照，旨在为高等师范院校汉教专业本科学生和专科学
生提供学习语文新课程和实施语文新课程的知识框架，发展其语文教师专业技能，提高其就业的核心
竞争力。
全书提供了可操作可借鉴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程序性知识还能够批量化提高在岗语文教师非学历研修
的培训水平。

本书由薛晓嫘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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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思维的基本过程日趋完善　　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分析——综合，由此而派生出抽象、概括、比
较、分类、具体化和系统化，这些都离不开分析——综合过程。
一般来说，小学生的知识经验还不够丰富、深刻，他们对事物进行概括时，只能利用某些已经理解了
的事物的特性，而不能充分利用包括在某一概念中的所有的特性。
随着学生的成长，他们逐渐从对事物外部的感性特点的概括，转为对本质属性的概括。
　　小学儿童比较能力也会有所发展，这表现在：从区分具体事物的异同，逐渐发展到区分许多部分
关系的异同；从直接感知条件下的比较逐步发展到运用语言在头脑中引起表象的条件下进行比较。
　　另外，小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儿童能从对事物外部特点的概
括（形象概括）发展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抽象概括）；从对简单事物的概括发展到对复杂事物
的概括。
小学生的概括能力是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展的，但发展的过程有时快有时慢，对不同任务的认知发
展是不同步的。
　　3.逐步稳定地形成各种概念　　小学生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由于缺乏生活经验以及智力发展水
平的限制，往往不能从事物的本质属性上来认识事物，掌握事物的概念。
有时学生可以说出某一概念（如祖国、园丁），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这个概念。
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智力发展，概念才逐步得以深化。
另外，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各类概念的数量也会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字词概念和数字概念数量方
面的增长。
　　4.潜藏的创造性思维　　由于少年儿童知识面比较狭窄，加上活动能力有限，他们往往只注意周
围环境中的一些小事，他们记忆力强，但注意力不集中，易于分散，他们喜欢模仿，创造力较差，然
而，他们天真、好奇、富于想象，不受任何传统观念的束缚，喜欢无拘无束地想象。
对小学生来说，其创造性思维主要表现在学习活动中，这种表现是零碎的、隐隐约约的，主要可以从
学生的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知识和技能、坚持性、反应性、对挑战的反应、敏捷性、口头表达、深
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想象力、推理能力、兴趣、情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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