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

收稿日期：2009-10-26
作者简介：江 杰（1971- ），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法、古代文学、大学语文。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着一次轰轰

烈烈的课程改革，这次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

前所未有，必将对今后的中小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

响。同时对于高师院校尤其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

培养基地的高师中文专业来说，这次变革也给它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高师中文专业的毕业生能否胜任

新课程教学的需求？如果无法胜任，那么又需要从

哪些方面对中文专业建设进行改进？出于对新课

程背景下高师中文专业建设的关注，本文将对这一

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中学语文新课改要求“语文教育必须在课程目

标和内容、教学观念和学习方法、评价目标和方法

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1]，为此，它积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要“培养学生搜集和处

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2]，要“为学生创

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

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调整学习心态和策略，探

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途径”[3]。而要做到这一

点，教师就必须转变观念，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养，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要从“知识的灌输者变为学习的引导者”，“从课堂

的主宰者变为平等的交流者”，从“单向的传播者转

换为互动的合作者”[4]。中学语文新课程之所以进

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目的是要拓宽学生的视

野，激发他们的兴趣，促使其有个性的发展，全面提

高他们的应用、审美和探究能力。可以预见，随着

新课程的深入推广，今后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将会

有明显提高。

与中学语文新课改轰轰烈烈的局面相比，高师

中文专业教学则显得波澜不惊。从课程设置上来

说，师范院校中文专业与综合院校的中文并无太大

区别，其“师范性”仅仅体现在多开设了几门《教育

学》、《心理学》以及《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之类的课

程外加教育实习而已。从教学方法上看，高师中文

的课堂教学也类似综合院校，是一种“以教师为中

心”的模式，教师授课时往往侧重于文学理论、文学

史等专业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很少鼓励学生谈自己

的看法或进行讨论。事实上，教学是“教师引起、维

持或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为”，“教学的效能主要

体现在学生进步上，而不是体现在教师有无完成具

体的教学任务上”[5]。由于教师在授课时很少考虑

教学方法的改进，缺乏和学生的互动交流，这样就

使学生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主动学习的

意识和探究问题的潜能受到压抑。

但是高师院校毕竟有别于其它高校，培养合格

的中学教师是它的基本使命；而教师本身的授课行

为又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那些未

来的教师已经习惯于满堂灌、习惯于每天机械地听

课和记笔记后，四年以后，他将如何进入新课程所

需要的教师角色？他又如何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可以说，面对着不断变

革的中学语文新课程，如果高师中文依旧延续传统

的、在中学受到质疑和批判的教育思想，固守自封，

那么若干年后，必将使自己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它将无法向中学源源不断地输送符合新课程理念

的、高素质的语文教师。

正因为如此，高师中文专业教学必须进行改

革，它必须“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

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

法”[6]。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师中文的变革

不能只是简单被动地去适应中学教改，它应该具有

前瞻性，有明确的目的性，要能积极主动地以探究

者的姿态,跻身教育改革的最前列,为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的新型教师做出贡献。由此，我们认为，

高师中文专业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 优化课程结构
优化课程结构的原则是要充分考虑到“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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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不能完全照搬综合大学的课程设置，要考虑

到是否符合教师培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学生职业

素养的提高。首先，在保证学生学到足够专业知识

的前提下，要对原有专业课进行精简、合并、重组，

做到少而精但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比如，古代

文学课时比重很大，基本用来讲授，那么，教师是否

可以精讲一部分内容而把更多的内容留给学生进

行研究性学习呢？其次，要扩大选修课范围，内容

上，一类应围绕着专业学术来开设，以高学术性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类以服务中学教学为目

标，侧重于如何把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教学能力；

对于学生跨系、跨专业的选修，应给予支持鼓励。

再次，应开设一些通识课程和多门学科融合的综合

课程，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融

会贯通和实际应用能力，满足中学语文新课程对教

师知识结构新的需求。

二 调整教学内容
调整教学内容，首先就要把那些陈旧、与社会

发展及中学教学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内容予以删

减，要“将部分专业课内容精简适当降低难度，将某

些专业课设为选修课或自修课，供需要进一步深造

的学生选学”[7]，要在保证丰富信息量的前提下精选

课程内容、适当控制理论深度。如语法教学应侧重

于教学语法而不是专家语法，美学方面的教学应该

教学生怎样欣赏美而不是过多地进行理论阐述；要

追踪学术前沿，增加学科的前沿性知识，如古代文

学可以介绍当代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现当代文学

的讲述可以涉及到近两年的作品，以此引发学生思

考和探索欲望；至于语文教学法这一类课程，则更

应该避免空洞浮泛的理论宣讲，要能把有关理论结

合中学语文新课程的实际，对学生进行教法和学法

指导，要向学生多介绍一些语文界新出现的新流派

和方法，确保学以致用。

三 改进教学方法
改进教学方法意味着教师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满堂灌”。虽然高师教师没有必要完全参照中学

的教学模式，但很多理念还是相通的。因此，教师

在授课时就应做到讲授内容少而精，讲授最核心的

知识点，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引导学生把握这门课程

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

空间和自学时间。如古代文学教学就应该改变过

去那种偏重文学史的讲授、忽视对文学作品本身文

学性和审美性解读的倾向，教师在教学时，应该有

重点地带领学生赏析一些篇目，通过启发、引导、讨

论等方式帮助学生把握这部作品，要把自己的赏析

方法、心灵感悟传递给学生，并鼓励他们对文本的

个性化解读。只有这样，学生在走上中学语文教学

岗位后，在面对诸多种类的文学作品时，才能够得

心应手地引导自己的学生去发现、建构作品的意

义，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四 加强技能训练
作为“一名专业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

知识，而且更要具有深厚的教育基础理论和教学技

能”[8]，而当前，高师中文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

学生师范技能训练的缺失。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

须增加教育类课程的比重、多开设一些能反映时代

精神且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语文教学技能训练、

文章教学法、作文教学法等；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贯

穿新课程的思想；要加强学生“三字一话”（指粉笔

字、钢笔字、毛笔字、普通话）的训练，这是作为一名

教师的基本功，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它需

要长期不懈地努力，才会取得成效；要重视见习、微

格教学等实践活动，尤其是要重视最后的毕业实习

工作，不能因为就业、考研而流于形式，因为这一环

节如果组织得好，将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教学能

力，促使他们尽快进入教师角色。除此之外，在信

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还应该让学生学会一些实用的

现代教育技术尤其是语文教学课件的制作与使用，

满足信息社会和课程整合对语文教师素质更高的

要求。

五 鼓励创新实践
对高师院校来说，创新是其生存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对于从事教育学和语文教学法的教师来说，

这种创新具体体现在能够紧密结合基础教育改革，

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学生的教师

职业技能。对于学生来说，创新同样重要，因为只

有具备了这一素质，他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性学

习，为将来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打下基础。鼓励创

新实践，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应

该创设良好的教学、科研，鼓励教师、学生积极参与

课题研究；教师不仅密切关注学术动态，认真开展

学术研究，还应该注意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如多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等，把最

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及时传递给学生；而作为学

生，则应该充分利用学校创设的有利条件，与有关

师生合作，积极开展一些研究性学习活动，加深对

问题的理解。此外，学校还可以利用演讲、辩论、调

查研究等方式锻炼学生的才智，提升他们的综合素

质。

六 加强与中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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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程……积极鼓励

高等学、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中小学教师投身

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9]但是，面对着声势浩大的

基础教育改革，不少高师中文教师并不了解具体内

容、甚至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情形势必影响

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对中文专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也会形成负面影响。因此，让高师教师了解新课程

理念、加强与中学的联系，以实际行动适应和引导

新课改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高师教师可以通过

调查研究，了解中学语文教师的实际需求，帮助他

们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次，应该高度重

视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实习指导和管理，通过实地

观摩教学，使师范生尽可能多地在真实的情境中学

习、体验、成长；再次，双方可以建立长期的教科研

基地，优势互补，开展教科研合作项目，如参与校本

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工作、成立与中学语

文教改联系紧密的研究机构等，将社会发展的新信

息、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带给中学，为他们发展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学语文新课程的发

展。

综上所述，面对着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基础

教育改革，现有的高师中文专业教学受到了严峻的

挑战。如果不对它改革，那么它将无法培养出适应

新课程的高素质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无法为新课改

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正因为如此，高师中文专业

必须树立危机意识，重新审视培养目标，树立新的

教育理念，要从教学方式、课程结构、教材内容等各

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它不仅要与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同行，更应该走在新课改的最前列，积极实践，不断

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语文新课改带来的不

仅仅是挑战，它也给高师中文专业带来了一次促使

其根本性变革的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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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o the Teaching of Normal University’s Chinese Major

JIANG J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ainan，Anhui 232001）

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has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for the teaching
of normal university’s Chinese major. To adapt to the new curricula an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we must optimize the course structure，adjust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Moreover，we also need to enhance the skill training，encourage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an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middle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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