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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语文教育》

内容概要

本书从资料考释、作品接受、文本阐释等视角来认识老舍及其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育视野的各种深层
动因，并探讨其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与不同时代教育机制之间摩擦、契合及所显现出的时代价值、文
化取向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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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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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背景下的老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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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个案分析之四：《龙须沟》《茶馆》——话剧教学的经典文本
第一节 《龙须沟》：从“颂歌”到教学重点的转换
第二节 《茶馆》：“大舞台、小社会”的教育意义
第三节 从语文课中延伸出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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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除了六到九章的个案分析还算不错，做足了文献工作外，其余多无可观处。对与老舍相关的所有
中学语文教学文献搜集整理的很齐全，但没有用简明的形式展现，只是附在一篇篇的分析里了，分析
的过程也很一般。以接受美学、接受理论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对接受者，尤其是学生一环，以
及教师（或教材编撰者）与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沟通关注的很不够。绪论及余论陈义甚高，具体的研
究总让人很不满意。更多是老舍作品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老舍本人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如何则谈的不多
，不过是沿袭整理他人语录，并没有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独到。语言也不好，部分地方有一逗到底之嫌
。多篇论文饾饤而成，前后词句也有重复之处。这也是博士论文啊。最后师长写的跋倒是很中肯，优
点缺点都指的比较明确。

Page 4



《老舍与语文教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