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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

前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教育越
来越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推动科技迅猛进步，进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成为我国从人
口大国逐步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因素。我国的教师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教师教
育的改革发展直接关系到千百万教师的成长，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关系到一代新人思想道德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最终关系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的实现。培养具有较高学历的小学教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
切需要，也是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培养
较高学历小学教师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大成绩，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基本保障。教育部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开创
教师培养的新格局，提高新师资的学历层次。”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培养
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教育部将组织制订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目标
、规格，完善和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制定《师范高等专科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方案（试行
）》，组织编写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加强小学教育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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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

内容概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审定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教材，根据教育部小
学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的要求编写。全书总分上、下册。每册以文体分类，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话
剧篇，共36章，清晰而详细地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深入阐发现当代文学的思想文
化含蕴。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的特征和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各章以文学史为经，以重要作家作品为纬
，让学生掌握重要作家作品，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评析能力及对文艺现象的评价、分析能
力，从而会教、敢教文学作品。主要特色是既有文学史的整体性，又注重作家作品的介绍；引述原作
品及相关的经典评论众多，阅读性较强；设置学习提示、思考与练习、阅读链接等环节，方便教学。
本教材由诸多在小学教育专业教学领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教师共同编写，学术
性及教学针对性较强。适合作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本、专科教材，也适合作中文专业
教材及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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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

书籍目录

现代文学卷  导论  第一节  现代文学的历史角色和发展历程  第二节  现代文学的多彩风貌与多重风格  
第三节  现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小说篇  第一章  鲁迅的小说  第二章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小
说  第三章  茅盾的小说  第四章  巴金的小说  第五章  老舍的小说  第六章  沈从文的小说  第七章  “左翼
”、“京派”与“海派”的小说  第八章  解放区的小说  第九章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小说散文篇  第十章 
鲁迅的散文  第十一章  周作人的散文  第十二章  朱自清的散文  第十三章  多种风格的散文小品诗歌篇  
第十四章  郭沫若及初期新诗创作  第十五章  新月诗派的诗歌创作  第十六章  现代诗派的诗歌创作  第
十七章  艾青的诗歌创作  第十八章  面向大众的诗潮  第十九章  “七月”与“九叶”的诗歌创作话剧篇 
第二十章  现代话剧的早期探索  第二十一章  曹禺的话剧创作  第二十二章  现代话剧的多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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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

章节摘录

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思考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
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由此引发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
式，涌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民族
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显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主要围
绕反压迫、争民主的民主革命运动展开，出现了大量具有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
，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钱鍾书的《围
城》，等等，作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国统
区很多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应该提到
的是，以张爱玲等人为代表的沦陷区的作家，也创作出了一些独具风姿、影响深远的作品。中国现代
文学的30年，也是在激烈的文艺思想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从20年代的“国粹派”、“学衡派”、
“甲寅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等，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
民族主义文学”以及“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
派”、“戡乱文学”，等等，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也是一部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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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

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册)》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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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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