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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元化的语境》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课程理念与建构；教材研究与应用；课堂策略与实践；评估；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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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创新型语文教学结构
　对“整体阅读教学”的理性思考
　学校资源配置对教学质素的影响——以香港中学中国语文科的口语单元为例
　论香港中学语文新课程之单元组织一一中华文化学习范畴的问题
　香港中国语文科“新高中”文化教材学习范围探究
　香港新高中课程中国语文科的品德情意教学
教材研究与应用
　大陆与香港初中语文教科书学习重点研究——阅读能力训练的角度
　请站在“语文”的角度关注语文教材
　传统法律中文教材举隅
　让歌曲为学生插上翅膀——新加坡中学“用华语歌曲教学华文”可行性调查研究
　《小蝌蚪找妈妈》的用字统计与分析
　“美人幻象”：朱自清写景散文审美视角管窥——兼与余光中先生商榷
　何以能瞒十二年？——解疑《木兰诗》
　评香港小学普通话科教科书对本科教学成果的影响
　国际汉语初级教材的核心词汇
课堂策略与实践
　比较教学法在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运用
　结合个案探讨语文有效教学的反思模式
　滚动式泛读教学的理论探讨与课堂实践
　有效学习：ICT时代的华文教学初探
　沟通中求发展差异中求进步——小六差生教学体验
　语文教学语言的影响：PMI与cMI课堂策略选择的比较研究
　普通高校中文专业《写作》课教学的反思
　新理念新设计——电影教学配套设计与教学
　新加坡中学生语言交际能力提升对策初探
　互动教学模式下的教师提问与反馈策略初探——以新加坡传统英校小二华文口语课堂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新加坡受训教师对于应用“坐针毡”进行公民与道德教育教学的看法
　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合作技能培养模式设计与探究
　认知维度“临界区域”初探——思维教学的一个反思与探索
　结合儿童文学和时事新闻素材的批判性思考教学。
　香港中学中国语文教学中修辞教学的反思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语言分析
　浅议对外汉语中的近义词教学
　“三拼连读法”对解决香港学生学习介音困难的成效研究
评估
　促进学生多读：主题阅读活动的组织与评估
　华文网上阅读计划的学习效能评估
　中外作文考试及命题比较研究
　通过提问测试小学生沟通能力之初探
　香港小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评析
　能力型的普通话聆听测试初探
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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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语文教师教学设计技能之培养
　面对PMI与cMI的教师思考：语文教师个案研究
　海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师角色转型之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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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的教学计划是笔者根据23所普通高校中文系的《写作》课23位主讲教师所提供的《教学进度
表》或《写作课教学大纲》汇总而成的。从中不难看出，我国高校《写作》课程教学实际仍是教师单
纯的讲解理论为主的陈旧模式，各个学校虽有很多的校级、省级甚至国家级“写作精品课程”，但项
目仅停留在拿科研经费和招生宣传上，实际效果却很小。　　第三，一些教师在“精品课程”的大力
鼓舞下，课程过分依赖网络资源和多媒体课件，完全遗忘了传统写作教学中的背诵基本功。各个高校
申报的各级“写作精品课程”其实主要就是视频、电子课件、网络资源、背景音乐等的罗列，形式初
看很丰富，内容却大同小异，从而使课堂倾向于娱乐化。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刘海涛教授认为，各省的
“大学写作”课程建设出现的新变化是教育部“质量工程之一”--精品课程建设给写作课程带来的，
目前全国已有国家级精品课程3门，省级精品课程6门，校级精品课程几十门。精品课程的建设与推广
使得写作课程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教授是比较赞赏现代教育技术的，认为它是改变课程形态
和课程理念的主要动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以及这二者结合产生的博客可以很好地为《写作》课服务
。但是，很多教师的《写作》课程多媒体课件，简直像放映电影似地刺激着学生的视听觉；教师的备
课不是对写作本身的理论与经验总结，而是从网上下载图片和文字资料；教师忙于写博客，在平台上
和学生交流，而忘记了自己本身的写作理论和实践水平，似乎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本来这些新
技术有它的可取性，但是，我个人认为肤浅的形式即使华丽绚烂，终是虚假的徒劳！因为，背诵是每
一个写作者对语言词汇、修辞句式、篇章结构等的模仿与强化，只有做到一定量的经典背诵之后，写
作者才有可能模仿这些经典进行写作，并在一定量的写作实践过程中，结合生活体验不断提高，从而
写出自己的作品。第四，写作教师队伍建设被忽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我国26所普通高校负责《写
作》课程的教师中竟有76%的教师不会写文章145％的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竟是其所在院系领导和
学生最不喜欢的教师！这实在令我们感到尴尬！普通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文学创作的否定、对作家
的漠视，在职称评定中表现得十分粗暴。这无疑是对《写作》课程的嘲讽，普通高校教师中既是作家
或诗人的比例仅占高校教师总数的4%，而且这4%的教师中又只有一半的教师在中文系担任《写作》
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写作》课的教师队伍本身进行反思了：一个教师仅仅依据
从图书馆借阅的一大堆参考书籍，不断转引他人的写作理论，来反复强调所谓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这
些写作理论值得信任吗？就算这样的写作理论是真理，但它的感染力又有多少呢？这样的《写作》课
程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作家吗？第五，高强度的作文实践训练使学生害怕写作、畏惧《写
作》课。据笔者对我国26所普通高校《写作》课程的不完全统计，有5所高校在《写作》课中专门列出
了“写作训练”，其中l所高校是上1个学期，2所高校是上两个学期，2所高校是上4个学期。在“写作
训练”中，教师主要引导或指定学生课堂在进行具体的写作练习，再据学生反馈的信息作分析。这种
高强度的作文实践训练，效果并不是很好，大多数学生反而产生了对写作的畏惧心理，写作水平较低
的学生并未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得到提高。当然，真实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
有科学的写作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具体的写作实践才能实现，没有作文数量的保障，
写作质量是无法保障的，但是课堂练习过于频繁，似乎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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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多元化的语境下，汉语语文教育应该如何面对？　　汉语语文教学到底该怎么教？　　鲁迅的
作品该不该从语文教材中减量？　　怎样破解英语大潮下中文语文教育的难题？　　⋯⋯　　我们的
语文教育已经在高考指挥棒下纠结了30余年，　　现在是反思语文教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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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看，看的欲望不高，不知这本书好不好。是《语文建设》推荐的。
2、港台地区的研究水平的确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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