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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推动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教学改革与探索。自基础教育改革以来，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在质量和数量上呈上升趋势，

但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教材编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学语文课程与

教学论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9）03-0037-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03.022

一、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建设的意义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是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广大师范生和其他社会人士获取

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知识、培养中学语文教育教学能力的重

要资源。”[1] 其形成发展经历了“语文教材教法—语文教学

法—语文教学论—语文教育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演变

过程。目前，“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课程建设、教材研究、

教法改革，都还刚刚开始，因而，对其教材的研究有利于推动

课程的建设与发展。纵观近十年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

的建设，一批高师院校的教师编写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

教育教学教材，如王文彦、蔡明主编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朱绍禹主编的《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韩雪屏、王松泉、王

相文主编的“语文教学论”系列教材，倪文锦，谢锡金主编的

《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无论是数量、理论视野、编写理

念、结构体系还是编写人员组合方面，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教材的编写都有较大的进步。但作为一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

设的课程，教材编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和反思，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建设

和发展。

二、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分类不明确

1.教材与一般学术论著混淆。自基础教育改革以来，高师

教师及研究教材的工作者，撰写出版的教材层出不穷，对学科

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从我们对众多教材的分析和梳理

中发现，当前一些选用教材晦涩难懂，缺乏基础性知识定位，

教材概念及阐述常常出现新名词、新理念，使人感到新异、陌

生、费解，这无疑与一般学术论著混淆。

2.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用书界限不明。我们在对中学语文

课程与教材的研究中发现，有的学校本科和研究生都开设同

一本教材《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一些教材后记说明编写

教材是基本定位本科，兼顾研究生和在职教师等。显然，本科

和研究生教学用书界限不明，这就造成在教学中本科教学重

点、难点不好把握，而硕士生教学拓展和学术研究深度不够的

现象。

（二）权威性教材缺失

近年来，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在出版数量上居高

不下，但在教学用书的选择上一本难求，权威性教材缺失，原

因如下。

1.教材内容不确定性。近十年来，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在理论上虽然得到不断开拓，但教学内容却无定论。许多

教材教学内容的编写随意性大，有语文课程论、语文教材论、

语文教学论三个方面的编写，有语文课程论、语文教材论、语

文教学论、语文教师论、语文教育发展史五个方面的编写，在

此基础上有选编语文学习心理与方法，语文评价论和语文主

体论，还有编写新课程的价值与语文教学的转型等。中学语

文教学论课程的教材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由于教育本身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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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和研究视角或方法论上的差异性，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2.编写质量的不确定性。教材的编写和修订绝非易事，随

着时代的发展，新问题、新理论、新知识不断地涌出，众多学者

尽管呕心沥血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在教材的编写质量上参差

不齐。比如，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对当前的一些概念在界定和

阐释上存在分歧甚至含混性。教材中的一些引文、注释、参考

文献在规范、科学和现代性上有所欠缺，造成知识性的偏差和

不严谨。一些教材的编写还存在着理论阐释虚空、不切实际

的现象，缺乏基础理论向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转化的过程和

方法，缺乏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性。

三、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建设策略

（一）精简明确，便于教学

教材是教学用书，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来呈现知识，具有综

合性和层进性，在知识的难易度方面要为学生量身定做。而

学术著作是作者殚精竭虑研究的成果，学术性、前瞻性较强，

在内容组成、编写体例、学生接受知识层度上考量不多。因此，

作为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材应和学术著作进行明确的

区别，作为教材，其学术性、前瞻性固然重要，但学科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更值得关注，要用精简明确、正确无

误、系统连贯、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便于学校教学和学生自

学，注重教材的宜教性和可读性统一。“让读者看懂领悟是评

价一本优质教材的首要标准。”[2]另外，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用

书要明确。在教学用书上教材要受其教学任务和读者的范围、

特点与要求的制约，要便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授。本科

生和硕士生是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侧重

于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而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侧重

于已有本科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是培养学科科研能力。

二者在教材的编写上，既要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学科系统性，又

要严格遵守教科书的编写规范。本科教材应在基础理论上突

出教学实践技能，硕士生教材突出教学理论性、实践性、教学

改革和发展性的研究。

（二）编审严谨，凸显权威性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由于研究视角或方法论上

的差异性，及受教材编者态度、水平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教

材在编写质量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该课程在教学用书上一本

难求。高质量的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内容的精要性

和创新性，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内容应通过专家学者

在学术共同体中取得共识的、核心的、成熟的、精要的知识遴

选出来并进行科学论述，以充实和发展理论体系。教材的编

写，要经历前期调研、编写的严谨、后期的审查等过程。前期调

研是为了紧密联系中学一线语文课堂教学，避免教材编写上

理论虚空。编写的严谨，是为了避免一些教材的编写东拼西

凑、内容重复、排版粗制滥造。郭文安先生说：“教材尤其是高

校教材也是一种科研，一种复杂的创作，它绝不是查查写写的

简单的工作。”[3]后期的审查至关重要，建立教材审核制度，聘

请一批高水平的审核专家，是确保优秀教材产生的有效途径。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材内容和质量需经过学科专

家进行科学论证，严格审核其科学性、专业性、启迪性、思想性

和规范性。最后，教材引文、注释、参考文献在数量、质量、广

度、规范性和新颖性方面都应有所提高，这样，便于增进它的

严肃性、严谨性和学术含量。

（三）协作奋发，建设编写强队

首先，编写人员的多元化和专业化。编写教材是一项庞

大工作，需要多人共同完成，编写人员是各高校语文课程与

教学论研究方向的教授、博士、任课教师、一线中学语文教

师、相关部门的语文教育的研究员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化，

便于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材内容在学术共同体中达成

共识，以充实和发展理论体系。一线中学语文教师的参编，

有效避免虚空理论的出现，进而促进高师语文教育教学和

中学语文课堂的紧密结合。其次，实行主编负责制。要遴选

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担

任教材主编，实行主编负责制，把好质量关。选好主编是提

高教材质量的关键，主编熟悉参编人员的学术水平，治学态

度，便于选出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的团队人员。优秀主

编还具有统领全局、协调配合、勇担责任及保证教材编写质

量和进度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教育研究成果将不断涌现，对编写

高水平教材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材的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这

就要求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学者与时俱进、孜孜以求，

奋发写作、力求教材建设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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