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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内容概要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在给研究生、本科生讲课的基础上写成。大致内容是以专题的形式介绍现代语
文教育的历史。包括语文课程标准的诞生和发展，语文课程的编制和教科书的编写，西方教学方法的
引进和国内语文教学的研究，国内语文教育名家的教育思想和艺术，发生在现代、当代的关于语文各
种思潮的争论和斗争，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科研，语文教育杂志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当代语文教育
格局的确立。通过阅读《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了解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
从中获取思想资源，为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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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从私塾到学堂
——近代语文教育的转轨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语文概述
第二节 中国近代语文教育的变迁
第二章 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
——初期语文课程的设置
第一节 “癸卯学制”中的“语文课程”
第二节 “癸卯学制”中语文课程意义分析
第三节 “癸卯学制”颁布时期的国文教学
第三章 从“国文”到“国语”
——国文课程标准的拟定和发展变化
第一节 “壬子一癸丑学制”和“国文”
第二节 小学“国语”课的确定
第三节 “壬戌学制”与“国语”、“国文”课程纲要
第四节 国语、国文新课程“暂行标准”的颁布
第五节 关于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学理讨论
第四章 从“蒙学课本”到“国语”、“国文”课本
——民初到30年代的国文教材
第一节 清末的“蒙学课本”
第二节 清末出现的“国文”教科书
第三节 民国初年国文教科书
第四节 三四十年代的国文教科书
第五节 关于语文教材标准的讨论
第五章 从“教授法”到“教学法”
——西方教学方法的引进与初期语文教学法之探索
第一节 国外教学方法的引进
第二节 国文教学法初创期的探索和研究
第三节 国文教学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节 关于作文教学的研究
第六章 从“国语要旨”到“国文教学概要”
——语文教学研究的新阶段（上）
第一节 张士一与吴研因的小学“国语”
第二节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
第三节 周铭三等的《中学国语教学法》和陈柱的《国学教学论》
第四节 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第五节 江苏、上海诸家关于国文教学的讨论
第七章 从《中学国文教学法》到《文心》
——语文教育研究的新阶段（下）
第一节 阮真和他的国文教学研究
第二节 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关于国文阅读教学的研究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其他诸家的研究
第四节 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
第五节 小学国语教学法的研究
第六节 关于大学国文教学的一些研究
第八章 从“文白之争”到“中学生国文程度”之争
——现代语文教学发展中各种思潮之斗争

Page 3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

第一节 20年代的“文白之争”
第二节 30年代的“文白之争”
第三节 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之争和“抢救国文”问题的争论
第四节 40年代对官方教材的一些批评
第九章 从探讨认识汉字规律到研究儿童心理、测验等
——现代语文教育中的科学实验研究
第一节 20年代归国留学生关于汉语汉字教学实验研究
第二节 艾伟、龚启昌关于国文学习上的一些特点与规律的研究
第三节 廖世承、陈鹤琴、张九如等人的教学科学实验
第四节 邰爽秋、袁哲、傅彬然应用科学原理人教学法的尝试
第五节 林汉达的《向传统教育挑战》
第十章 从《教育杂志》到《国文杂志》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中的期刊
第一节 早期的综合类教育杂志和副刊
第二节 《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
第三节 《中学生》
第四节 《国文月刊》
第五节 桂林《国文杂志》
第十一章 从“国文”到“语文”
——当代语文教学格局的确立
第一节 50年代初语文教学概览
第二节 语文教学思想、方法和教材编写
第三节 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理论教学方法
第四节 中学汉语文学科教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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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梳理得非常清楚 值得仔细研读
2、上完课那么久了才开始看教材，很是惭愧。赵师学识渊博，旁征博引，可惜很多东西课上并未听
懂，课后看了书才恍然在讲什么。
3、第一门复习好的开卷
4、从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的引进尝试及其结果就可以对今天时兴的“探究性学习”、“综合性学
习”做出较符合实际的估价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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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笔记-第126页

        陈氏提出了几条，他认为当时作文教学弊端不少，效率不高，从诸环节看都有问题，所以他认为
：①学生作文不可实行机械限时之苛法；②作文次数不能太密；③作文命题必须切合学生实际；④改
文当使学生自觉错误；⑤须大力充实学校之图书，以备参考。此五点虽无新理论新方法，却是经验之
谈，且切合实际。

陈氏不但谈中学国文教学而且还讨论大学国文教学。论述大学国文教学的文章《国学教学论》里共有
三篇。陈氏将大学国文教学方法概括为“八明，八勿”。所谓“八明”是：明专歧、明经纬、明博约
、明缓急、明思辨、明雅俗、明体格、明责任。前四条讲阅读需要明了之事，后四条则是讲作文需明
了之事。这些用语都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术语，总之，阅读要懂得专攻一家旁涉其余，要了解学术之系
统及路数，要博约兼济，读书需知轻重缓急、循序渐进，要能分析综合。作文须知雅与俗之区别，懂
得各类文体的不同作用以及写作要求等等。针对“八明”陈氏还提出了“八勿”：勿固执、勿专制、
勿轻信、勿矜夸、勿武断、勿率易、勿剽窃、勿诬罔。前“四勿”为读书应忌之事，后“四勿”则为
构思作文之戒律。所谓“固执”、“专制”乃指读书是主观性太强或存一先见于朐中或偏信某种道理
固执己见不能正确对待书本内容，所谓“轻信”、“矜夸”则是指盲目迷信书本和自我夸耀博览。至
于写作上“四勿”较易理解。陈氏在解释这“八明”、“八勿”时所采用的理论及例证，全部选择自
古代的传统定论与前人的经验总结。

2、《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笔记-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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