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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科教学（语文）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具体

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遵纪守法，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 

（二）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掌握语文教育必备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掌握

汉语言文学及其相关的专业知识，有良好的语文素养，了解语文教育的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的语文教学工作，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

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

开展创造性的语文教学工作。 

（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熟悉基础语文课程改革，掌握基础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

新方法。具有较强的语文教育研究能力，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研究、反思、评价教学，积极探索语文教

学的新途径、新方法，积极实现教师的自我专业成长。 

（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二、招生对象 

要求：全日制本科毕业，毕业专业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三、学习方式和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第一年主要为课程学习，第二年以教学实践和论文

为主。 

四、课程设置及课程大纲 

（一）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注重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以及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课程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实践教学四个模块。

总学 35 学分。其中，学位基础课为 12 学分，专业必修课为 11 学分，专业选修课 4 学分，专业实践

为 8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学位基础课

（12 学分） 

00000000001201 政治理论 36 2 1 

00000000001202 外国语 36 2 1 

00000000001203 教育学原理 36 2 1 

00000000001204 课程与教学论 36 2 1 

00000000001206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 2 1 

00000000001209 教育研究方法 36 2 1 

专业必修课

（11 学分） 

51000451031334 阅读教学论 32 2 2 

51000451031335 写作教学论 32 2 1 

51000451031236 语言基础知识教学论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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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451031244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 32 2 1 

51000451031250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专题 32 2 1 

51000451031249 语文测量与评价 16 1 1 

专业选修课（4

学分） 

51000451031241 语文教育简史 16 1 1 

51000451031242 语文教材名篇重读 16 1 2 

51000451031245 语文教育文献检索及分析 16 1 2 

51000451031247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16 1 2 

51000451031251 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 16 1 2 

51000451031252 古代散文选读 16 1 2 

专业实践   

（8 学分） 
00000000001219 实践教学 128 8 3 

（二）专业课程简明大纲（附后） 

五、实践教学 

1、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 8 个月。第一学年在课程学习之外的适当时机进行，第三学期为集中

实践，教育实习时间不少于 3 个月。 

2、实践教学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

等实践形式。 

3、在教学实践中要具有研究意识，发现课题，搜集数据，进行实验和调查等研究活动，为学位

论文写作做准备。 

六、培养方式 
1．充分发挥集体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推进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培养研究生工作，积极探索研

究生协同培养方式。 

2．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课堂参与、小组研讨、案例教学、合作学习、模拟教学等方

式。坚持寓教于研，以科研支撑研究生培养，寓教于实践，以多层次的实践丰富研究生培养，提高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在中小学建立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做好教

育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同时，重视课题研究、专题研讨、学术报告等学术训练环节。 

4．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对部分课程实施混合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 

5．完善以理论学习与实践创新为主的导师负责制，实行双导师制。学术导师要管教管导，教书

育人，既要发挥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规范教导作用，也要发挥课程思政对

研究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作用。实践导师应从中小学聘任有经验的高级教师担任，指导并严格要求学生

的教育教学实践。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写作是研究生阶段学习成果的展示，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写作的过程包

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

答辩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和治学严谨的人生态度。 

1、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来源于

中小学教育教学和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

教材分析、教学案例设计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3 万字。 

2、学位论文规范格式、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要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国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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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以及有关文件规定。 

3、学位论文主要由学术导师负责指导，导师组参与开题报告。论文评阅和答辩人员中，至少有

一名具有高级教师职称的中小学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学年年限完成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和实践教学，考核合格，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

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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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阅读教学论”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学阅读教学论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334 

课程负责人 胡向东 教学团队成员 李晓晖、黄甜甜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22 6  2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阅读教学论》课程旨在通过学习阅读教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提高语文学科教学论专

业研究生从事中小学阅读教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理解阅读在语文教学中

的重要地位，认识传统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弊端与不足，掌握当前阅读教学改革中的相关理念与

发展趋势，总结阅读教学改革中的成败与得失，并结合实践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深化对阅读教学、

评价本质的认识。 

【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从语文阅读教学的实际出发，通过阅读教学实例的展示与分析，帮助学生掌握中小学

语文教师应必备的阅读教学基本理论和技能。教学中紧密结合语文教学实际，注重学生在阅读教

学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技能训练。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阅读教学的发展历史、阅读教学的基本原理、

不同课型的案例、境内外阅读教学概况、当代阅读教学的论争、阅读测评的发展等。 

考核方式 平时考核（讨论、作业）与期末考查（笔试、论文）相结合，分别占比 60%和 40%。

参考书目 

1.韩雪屏.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2.李文玲、舒华主编.儿童阅读的世界(全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王荣生主编.阅读教学教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赖瑞云主编.文本解读与语文教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阅读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系二人 1993 年出版的

《中国读书大辞典》的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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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论”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写作教学论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335 

课程负责人 晓苏 教学团队成员 郑保纯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24 4  2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教学目的： 

通过写作教学各个环节的分析与讲解，让语文教育硕士全面掌握作文写作的基本规律和作文

教学的主要方法。 

教学要求： 

要求语文教育硕士熟知作文写作的各个环节，把握每个环节的基本特点，弄清各个环节之间

的内在联系，同时掌握各种文体写作的常用技巧，并具备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课程内容简介】 

这门课把写作当作一个系统工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地将写作系统分为十个环

节来讲述。分别是：写作从细节开始；写作材料的选择与转化；结构的逻辑与策略；人物形象的

刻画技术；写作背景的功能与铺设；主题的生成与传达；灵感的来路与利用；构思的心理机制；

想象的种类和契机；叙述的秩序与语感；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的锤炼与搭配。 

考核方式 以课程论文为主，以课堂讨论为辅。 

参考书目 

1、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刘清平：《时尚美学》，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晓苏：《文学写作系统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 

6、孙绍振：《美的结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 

7、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9、福科：《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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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础知识教学论”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言基础知识教学论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36 

课程负责人 王玉红 教学团队成员 曹海东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0 16 0 4 0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灵活的语言知识教学方法。 

修课学生需要明确并掌握三个板块的内容：学生为自身的语言能力的有效发挥和继续发展必

须掌握的语言知识；作为未来的语文教师为了进行指导学生语言能力的教学而必须掌握的语言知

识；在未来的课堂上师生之间为了互动对话而需要运用的语言知识。 

【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内容体系，分古代汉语部分和现代汉语部分。古

代汉语部分包括汉字知识及汉字教学，古汉语词汇知识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等等；现代汉语部分

包括现代汉语的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语用知识、测试知识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等。 

考核方式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开放式答题） 

参考书目 

1. 郭锡良等编著，《古代汉语》（上、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 

2.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2017.9)

3. 谢奇勇，《中小学语言教学知识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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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4 

课程负责人 张筱南 教学团队成员 陈秀玲、胡向东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20 12      

【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课程为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生开设，通过集中讲授和学生合作学习等教学形式，引

导学生把握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届前沿政策、理论，了解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前沿方法和理念，

明确研究生的语文教育研究选题，掌握常用的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学会以教研思维审视语文教学，

提升专业研究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培养未来研究型教师。 

本课程兼具研究性与实践性，对学生习作和学习结果的关注度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占据很

大比重，需要学生完成课堂学习之余，投入大量课余时间阅读相关理论书籍，完成教学及教研任

务，切实提高自身的语文教学及教研能力。 

【课程内容简介】 

一、国内当前语文课程标准解读 

二、国内外当前母语教育前沿理论解读 

三、国内中小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创新方法指导 

四、国内中小学语文评价方式解读 

五、语文教育研究常用方法指导 

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 70%+期末成绩 30%，考核内容：中学语文教学设计及教研论文写作 

参考书目 

仇立平，《社会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王宁、巢宗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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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改革前沿专题”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专题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50 

课程负责人 陈秀玲 教学团队成员 张筱南、黄甜甜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28 4      

【教学目的及要求】 

知识与能力目标：熟悉语文教育的现状，把握活跃在一线的语文教育人，跟踪语文教育事件

和信息；对语文教育改革充满热情，对语文教育教学的模式创新、内容创新和理念变化有大致梳

理，能够建立起我国语文教育改革大事年表档案；捕捉语文教育改革动态，熟悉语文课程新标准、

新教材，从目录、内容、体例中把握教材与课程标准核心概念的关系；能够梳理课程标准中的核

心概念，并理解核心概念在语文教育中实施、落实的情况，通过案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

展可能；对语文教育测量和评价的科学性发展有所了解，明确测评的方向和目的，能用简单的方

法实施语文教育测量，如分析试卷、讲评试卷等。 

过程与方法目标：理解语文教育前沿动态与教师专业发展、语文教育视野等关系，建立语文

教育的发展、动态和关注意识；对语文教育发展改革充满信心，有尝试语文教育新思想、新理念、

新教学模式的动力和行为，善于改革创新；形成正确的语文教育育人观、教材观、评测观等。 

课程学习要求：研究性学习与小组项目合作相互结合；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互结合。 

【课程内容简介】 

通过熟悉语文教育的现状，把握活跃在一线的语文教育人，跟踪语文教育事件和信息，从而

捕捉语文教育改革动态，熟悉语文课程新标准、新教材，从目录、内容、体例中把握教材与课程

标准核心概念的关系。让学习者了解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现状和问题，能够建立对语文教育改革

的热情，并尝试在语文教育教学中进行模式创新、内容创新和理念创新。具体内容安排如下：核

心素养的来历——谈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语文教育人和语文教育新闻——谈学科前沿的信息检

索与整理；语文教育政策的发展前沿；认识与评价——语文新课程标准的理念和框架；从概念到

实践——语文新课程标准关键概念解析；认识与评价——语文新教材（初中与高中）；从案例谈起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深度融合；阅读测评的目的与内容——谈阅读教学测评的新进展。 

考核方式 个人作业+小组作业 

参考书目 

1. 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材、课程标准。 

2. 张中原、徐林祥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3. 巢宗祺、雷实、陆志平主编：《<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 巢宗祺、雷实、陆志平主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4。 

5. 杨再隋等编著：《语文课程的目标ꞏ理念ꞏ策略》，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6. 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7. 余虹著：《文学作品解读与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 徐林祥、张中原主编：《语文教学技能全程训练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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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测量与评价”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测量与评价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9 

课程负责人 胡向东 教学团队成员 陈秀玲、张筱南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2 4      

【教学目的及要求】 

教学目的：《语文测量与评价》课程旨在通过对语文教育测量与评价基本原理的学习和基本技

能的训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原理与方法，提高语文测评能力，并运用基本的测评方法与

技术解决中学语文教学及评价中的问题。 

教学要求：注重介绍当代语文评价研究新成果，同时紧密结合语文教学和评价的实际，探究

合理有效的语文教育测评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分析中小学语文评价现状，针对语文教育实际研究语文测评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学生语文学

业成就测量与评价、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化语文考试的实施与评价、语文教师评价等几个方面的

测评理论与方法。 

考核方式 平时与期末考核相结合，主要方式为课程论文、测评设计等 

参考书目 

1、黄光扬主编.教育测量与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魏本亚著.语文教育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3、胡向东、周世忠主编.高考语文命题理论与实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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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简史”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教育简史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1 

课程负责人 陈龙海 教学团队成员 黄甜甜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

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4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教学目的：纵向历时地了解掌握中国古代和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历史，横向分专题理解和掌握

中国古代和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吸收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有效运用到中

学小语文的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教学设计与研究中去。 

教学要求：初步具备语文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能力；能够吸收传统语文教材的优秀思

想和方法，与实际教学设计和研究相结合。 

【课程内容简介】 

第一讲：唐以前语文教育简史（2 课时） 

第二讲：宋以后语文教育简史（2 课时） 

第三讲：汉字教育史专题（3 课时） 

第四讲：阅读教育史专题（3 课时） 

第五讲：写作教育史专题（3 课时） 

第六讲：经典教育史专题（3 课时）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期末论文 

参考书目 

1.张隆华 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顾黄初 李杏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中华书局，2013.  

4.诸葛彪.中国语文教育史探究[M]，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 

5.李弘祺.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1

“语文教材名篇重读”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教材名篇重读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2 

课程负责人 卢雄飞 教学团队成员 郑保纯 

课程类别 选修课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4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课程选取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名篇进行讲述，侧重文本的细读及多元解读，旨在突破当

下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单一的、封闭的课文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以期能够拓展学生阅读视野，

培养他们从事语文教育所应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从而具有比较出色的文学文本解读能力。

【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选取中学语文初高中教材中的经典名篇进行重读，解读的主要篇目有《逍遥游》《离骚》

《使至塞上》《前赤壁赋》《雨巷》《祝福》《人生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老人与海》等，篇目以中国

传统诗文为主，兼及中外现代诗歌、散文和小说，力求涵盖各类文学文体的解读。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参考书目 
王富仁等：《中学语文名篇的时代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王丽：《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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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文献检索及分析”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语文教育文献检索及分析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5 

课程负责人 余一骄 教学团队成员 肖俊敏 

课程类别 选修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6       

【教学目的及要求】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应知晓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著名学术期刊，养成长期阅读这些期刊的习

惯；掌握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快速地找到高质量、高引用的论文；能自主评价某一篇文献

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通过阅读、分析语文教育领域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找到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学术问题，撰写一篇研究述评。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如下：第一，对课堂中介绍的语文教育文献检索与分析技巧，课后必须去

操作、实践。第二，按要求查阅文献，在课堂中讨论指定阅读文献时，应积极发言，言简意赅地

对所阅读文献进行点评；第三，将课程论文写作与毕业论文选题紧密结合，争取让该课程的课程

论文为毕业论文选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如下：第一，如何通过 VPN（虚拟专网）访问学校购买了的数字图书

馆资源；第二，深入了解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建设等语文教育领域的重要期刊；第三，中国知网

的高级检索方法；第四，如何定量评价语文教育文献及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第五，语文教育在线

数字资源的利用；第六，研究述评的撰写方法；第七，通过对期刊论文或高引用硕博士论文的分

析结果，优化个人的毕业论文选题。 

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对语文教育领域的某个具体问题，深入探究，撰写一篇述评） 

课程论文要求如下：第一， 6000 字以上，排版符合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规范。

第二，参考文献不低于 10 篇，且必须把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献、最新的文献、最

有影响力学者的著述包含在内。第三；学风严谨，严禁抄袭、剽窃行为。若研究述

评中存在抄袭剽窃行为，一律判为不及格。第四，用自己的话把不同学者的观点分

门别类地描述出来，不允许简单地复制其它学者的观点。第五，应对各类观点进行

点评，并指明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参考书目 

[1] 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建设、人民教育、外国中小学教育、课程ꞏ教材ꞏ教法等学术

期刊上的论文。高度关注近 5 年的论文，仔细阅读，做出评价。 

[2] 中国知网上关于语文教育方面的高引用硕士、博士论文。 

[3] 王细荣、吕玉龙、李仁德，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五版），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15. 

[4] 张肇丰，从实践到文本：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导论 （第二版），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 李海林，美国中小学课堂观察——一位教育学教授的笔记，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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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学语文教材研究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47 

课程负责人 陈秀玲 教学团队成员 张筱南、黄甜甜 

课程类别 选修课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8 4  2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知识与能力目标：梳理语文教育教材发展大事年表，理解语文教育发展与教材发展的关系；

能够辨识教材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其体现语文学科性所在，各套教材的优缺点、发展与进步；熟

悉新时期新教材的体例、选篇和教学单元设定原因，能够分析每篇教材与单元的整体关系，为教

学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尝试讨论语文教育教材的热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写简单的教材研

究综述。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对语文教材的横向和纵向梳理，剖析语文教材的要素、体例以及选文

理由等，带动学生更好地全面理解教材整体和语文教材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教材的中观分析和解

剖，建立单元教学意识，打通单元教学中每篇课文的联系，并区分其对单元整体教学的价值点；

通过对教材的微观解读，理解教材分析的一般步骤，抓住文本、学情等认识教材的方法，为教学

设计打下基础。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建立我国语文教材分析的学科方法论意识，关注语文教材，关于

语文教育；发展对我国语文教材研究的兴趣，对我国语文教材编写、使用有辩证的态度和正确的

认识；对未来建立正确的教材观奠定理论基础。 

【课程内容简介】 

主要课程旨在建立对中学语文教材的整体认识，构建积极的语文教育的教材观，打造语文教

育教材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形成语文教材分析的一般素养。具体可分为以下内容：第一讲 语文教

材研究课程入门；第二讲 语文与语文课程标准——从高中课程标准目录说起；第三讲 语文教材

的前世今生；第四讲 语文教材的内容认识与梳理；第五讲 语文教材的要素分析；第六讲 单篇教

材解读的方式与方法；第七讲 课程标准与教材、教学的关系——基于各类案例的分析；第八讲 教

材编写大比拼——也谈语文教材评价研究。 

考核方式 个人作业+小组作业  

参考书目 

1. 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及课程标准； 

2.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 

3. 朱绍禹主编，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4. 刘占泉，汉语文教材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1 

5. 范印哲，教材设计与编写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6. 王相文，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导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 黄光硕，语文教材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8. 洪宗礼, 柳士镇 , 倪文锦 .母语教材研究 ( 9) [ M] . 江苏 : 江苏教 育出版社 , 

2007.  

9. 陈秀玲,张洁.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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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51 

课程负责人 黄甜甜 教学团队成员 苏小露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8 2  6    

【教学目的及要求】 
教学目的：了解国家现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和发展趋势，领悟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熟悉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和海外经验，形成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基础，初步

具备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的基本能力。 
教学要求：立足语文学科教学论，结合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掌握相关

领域一定的跨学科知识，形成汉字教育、诗词教育、写作教育和经典教育四个方面传统文化教育

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的基本能力；不断反思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得失，推进信息化背景

下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建设；注重经典研读基本功的训练和经典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培养。 
【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旨在整合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和《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

等文件为政策和理论依据，分别讲授中小学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基本内容、分级标准、测

评标准和教学实施的方式方法等。 

第一讲：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特征（1 课时） 

第二讲：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经验（4 课时） 

第三讲：传统文化教育的海外经验（2 课时） 

第四讲：传统文化教育的分类与分级（1 课时） 

第五讲：经典教育的理论与方法（6 课时） 

第六讲：传统文化教育的案例分析（2 课时）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课程论文 

参考书目 

[1] 牟钟鉴.中华文化的当下精神[M].中华书局,2016. 

[2]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 洪诚.训诂学[M].凤凰出版社,2019. 

[4] 高永娟.文道:语文学科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堂教学实践研究[M].华东师范大

学,2017. 

[5] 项香女.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初探[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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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散文选读”课程简明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古代散文选读 课程编号 51000451031252 

课程负责人 郑保纯 教学团队成员 李晓晖、张筱南 

课程类别 选修 学分 1 学时 16 

授课方式及 
时数分配 

集中讲授 组织研讨 实验分析 读书指导 实地调研 自主学习 其他 

16       

教学目的及要求 
通过《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五柳先生传》《师说》《小石潭记》《醉翁亭记》《前赤壁赋》

等 7 篇古代散文的解读与讨论，理解古文的概念与源流，分析古文的文学成就与创作特色，与中

小学写作课进行比较，引导学生在写作中学习其创作技巧，并进一步理解与鉴赏中国古代散文。

本课程的重、难点在如何理解古文的概念、古文的流变、如何理解八股文、 如何理解古文的文学

性、如何将古文的研习与作文课的教学结合起来。 
课程内容简介 
第一课《烛之武退秦师》（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二课《鸿门宴》（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三课《五柳先生传》（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四课《师说》（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五课《小石潭记》（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六课《醉翁亭记》（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七课《前赤壁赋》（2 课时，讲授 1 课时，练习 1 课时） 
第八课：作业评讲。（2 课时） 

考核方式 

课程考查由课堂练习与结课作业两部分组成。课程练习 7 次，计 40 分。结课作

业 1 次，计 60 分，内容是：参照左丘明、司马迁、陶渊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苏轼的相关文章，以古文的体例写一篇你熟悉的人物的“传”或者风景的“记”，600
字左右。 

参考书目 

1、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3、钱基博，《集部论稿初编》《韩愈志、韩愈文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5、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 
6、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