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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学文学课程导论》内容简介：审美教育有助于促进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
文学作品的鉴赏是重要的审美活动。
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
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审美，简言之，就是情感的评价。
人的感觉、感情、联想、想象、理解等等都是人的情感因素，人以自己的情感评价周围的生活，评价
作品中的人和事、景和物，就会产生各种情感体验，如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卑鄙等体验，这就是
审美所获得的体验。
文学教学对学生审美体验的激发与培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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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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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二、文学教育研究的七个层面 三、文学教育研究的三种模式 四、文学教育研究的坐标系 第二节文
学课程的存在形态 一、独立文学课程与非独立文学课程 二、显性文学课程与隐性文学课程 第三节课
程目标观照下的文学课程内容 一、目标错位与内容异化 二、单维目标与文学课程内容 三、三维目标
与文学课程内容 四、内容要素分析框架概述 第二章困境与出路：文学阅读课程内容探讨 第一节“类
文学”阅读教学批判 一、“类文学”阅读教学的表现 二、“类文学”阅读教学的弊端 三、“类文学
”阅读教学的成因 第二节 “文学阅读”与“文章阅读”之辨 一、文学阅读与文章阅读的区别 二、国
外分类阅读教学的启示 第三节从“文学阅读教学”到“文学阅读能力教学” 一、文学阅读教学：误
区中的反思 二、文学阅读可教性因素分析 三、文学阅读可学性因素分析 第三章在反思中构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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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标定位 第四章语文教材中的文学知识 第一节语文教材中文学知识的形态演变 一、传统语文教材
中的文学知识 二、现代语文教材中的文学知识 三、当代语文教材中的文学知识 第二节语文教材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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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 第三节语文教材中文学知识的呈现 一、文学知识呈现方式变迁 二、国外文学知识呈现的趋势 三
、文化生态设计：文学知识呈现的新理念 第五章语文教材中的文学“定篇” 第一节语文教材中文学
“定篇”的选择 一、文学“定篇”的特点 二、文学经典化与“定篇”的选择 三、文学“定篇”选择
标准建构 第二节语文教材中文学“定篇”的组合 一、文学“定篇”的组合类型 二、文学“定篇”组
合的关系模式 第三节语文教材中文学“定篇”的阐释 一、文学“定篇”的阐释形态 二、文学“定篇
”的阐释模式 第六章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活动 第一节倡导“活动文学教育”的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二
、“活动”与文学教育 三、“活动文学教育”的课程框架 第二节语文教材中设计的文学活动 一、文
学活动的性质 二、文学活动的类型与功能 三、文学活动的内容目标陈述 第三节语文教材中文学活动
的设计 一、“活动式文学课文”概念的引入 二、活动式文学课文的特点与设计模式 三、活动式文学
课文的优化组合 结语：构建完整的文学课程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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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小学文学课程导论>>

编辑推荐

《中小学文学课程导论》编辑推荐：“文学教育的终极意义在于学生因此能有机会获得一种文学的生
活，一种诗性智慧。
”书的题记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学生求学的相当程度是以书为精神的导师，生活的伙伴，从书中吮吸知识，吮吸智慧，吮
吸精神养料，以滋养自己的成长。
但须知，“书富如人海，百货皆有。
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所欲者尔。
”苏轼告知我们，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书籍，要选取自己最需要的来读。
学生所学课程甚多，但语文课程中的文学作品廊该是他们的“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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