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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育学新论》以“新论”名之，其意有四：一是书中努力体现语文新课程的新理念、新内
容、新的学习方式；二是广泛吸收语文课程改革的新成果、新经验；三是在立足于“共识”的基础上
，体现编著者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四是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有些新创意。
这本教材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以专科起点升人本科层次的、以函授或自学考试为主要学习形式的中小学
语文教师，同时兼顾高等师范院校中文教育专业的本科师范生。
开设这门课程，旨在使学习者获得语文教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特别是把握语文新课程的理念，
掌握语文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增强自我发展意识，提高语文教育素养和课程的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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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代语文教育　　第二节　古代语文教育内容　　一、古代语文教育的学段与学程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没有统一的学制，对教学的年限也没有严格的规定。
从夏朝到清末新学制设立之前，学校基本上分为两级（上庠与下庠，东序与西序，左学与右学，大学
与小学等）。
就语文教育来说，可以粗分为两个学段：从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为前期语文教育；十四五岁以后，属于
后期语文教育。
相比之下，前期语文教育阶段，从启蒙阶段的识字、写字到此后的读文和初步的作文训练，都抓得比
较紧，效果比较显著。
尽管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伦理道德、政治思想教育及其他综合性教育，但“语文教育”的性质比较突出
。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经验，无论是教材方面，还是教法方面，主要集中在这一阶段。
后期的语文教育，主要以灌输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为直接的教育目的，内容涉及经史词赋、天文历算等
学科。
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这一阶段的教育又带有浓厚的“应试教育”的功利色彩。
尽管这一阶段仍持续地进行读写训练，但重心已经偏移。
　　关于古代语文教育的学段，张志公先生把整个语文教育过程，即“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
训练”划分为三个阶段、四个步骤：一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二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
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其中，启蒙阶段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一年左右时间）；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初步
的知识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的语言特点
，同时学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第二阶段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
①这种划分大致能够反映出古代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
　　至于古代语文教育的学程，更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也无法像“学段”那样作出大致的划分。
读书学文的内容顺序和学时安排，主要根据办学者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家的经验。
例如南宋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对学童读书学文的内容和顺序作如下设计：“小学”阶段，学论语
二十篇，孟子七篇，以及中庸、大学和孝经。
四书读熟之后，才可以读六经；六经读完之后，才可以读子书（包括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庄
子）；经书和子书读通了，然后读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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