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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广大学习者对《小学语文教学论》的

课程轮廓形成清晰的印象，帮助大家抓住本课程

的核心知识，提高识记、理解的学习效果，特编写

了本口袋书。本书编写原则是：提纲挈领、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服务导学，力求以最精炼的编写风

格来清晰地阐明本课程的核心知识点与学习脉

络。本书是在崔峦老师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小学语文教学论》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学习者可以按照以下线索来全面

开展自己的自主学习活动。

第一章主要阐述的是小学语文课程问题，主

要涉及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地位，我国历史上出

现的各种教学大纲等内容，在素质教育理念下实

施小学语文教学是时代的要求。

第二章主要阐述的是小学语文教材问题，学

习者应该了解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版本小学语文

教材及其编写要求，认识到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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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第三章主要阐述的是小学语文教学理论问

题，学习者应该掌握小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等内容，清楚小学语文基本功训练对本课

程教学的重要地位。

第四章主要阐述的是识字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学习者必须掌握小学生识字的数量质量要

求，以及进行识字教学的原则与主要形式等。

第五章主要探讨的是阅读教学的理念与实践

问题，主要包括小学阅读教学过程、小学生阅读能

力结构与阅读教学的实践要求等内容。

第六章主要探讨的是小学作文教学问题，学

习者应该从小学作文教学的基本理论、小学生作

文能力结构与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等方面来安排学

习活动。

第七章主要探讨的是小学听话说话教学问

题，主要包括小学听话说话教学的基本理论、听话

说话能力的结构以及听话说话教学的操作与实

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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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主要探讨的是小学语文教学评估活

动，主要涉及小学语文教学评估的基本理论、小学

语文教师的教学评估以及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

评估等三个内容。

第九章主要探讨的是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修

养问题，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业务

水平，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继续教育，是小学语文教

师专业发展的具体途径。

本书的学习重点是：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

基本理论、小学识字教学、小学阅读教学、小学作

文教学、小学阅读教学与小学听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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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学语文课程

第一节　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学习目标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程 发展 性质和地位

内容要求：

１．识记课程的概念

２．了解小学语文课程的发展简史

３．明确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知识串讲

课程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杜威的课程概念最为宽

泛，是指儿童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全部经验。狭义

的课程概念是学科的同义语，如语文课程、数学课程。课程

又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宋代朱熹论学，说到“宽著期限，

紧著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工夫”，又多次使用“课程”这个

词。这里的“课程”一词已有课业、进程的意思。国内对课程

普遍认同的定义为：课程是为了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规定的

教育内容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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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课程的发展

（一）清末小学开始设国文科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用《诗》《书》《礼》《乐》《易》《春

秋》教弟子，这时就有了课程。西汉史游作的《急就篇》是现

存最早的识字课本。之后，梁周兴嗣撰《千字文》，宋王应作

《三字经》，宋佚名作《百家姓》。“三、百、千”成为在我国影响

深选、久用不衰的启蒙识字课本。

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其中规定

的教授科目里有国文科而无读经科。这改革一方面开始动

摇了儒家经典在学校课程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标志着学科

意义上的语文教学开始进入学校课程。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小学废止读经科。

次年，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国

文科，内容包括读法、书法、作法和练习语言。其主要变化有

三个：一是将清末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统称为“国文”

科，表明小学语文学科的确定；二是废除读经科，表明语文教

学与经学相分离，标志读经开始在学校课程中消失；三是提

出国文教学要练习口语，表明在语文教学中开始注意培养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二）“五四”以后“国文”改为“国语”

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将“国文”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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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语”科，并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

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１９２２年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

案》，即新学制，也叫“壬戍学制”。为了配合新学制的颁布，

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于１９２３年颁

布了我国第一个课程纲要———《小学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小学课程教则大

纲》，初小设国语、算术、游艺三科，高小设国语、社会常识、科

学常识、算术、游艺五科。

（三）新中国成立之初“国语”改为“语文”

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确定小学国

语科以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蓝本进行修订，把修订后

的《国语》改为《语文》。“语文”这一课程名称避免了过去的

“国语”只指口头语言、“国文”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

文的误解，从命名上克服了重文轻语的片面性，使课程名称

更加科学、规范。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在迄今为止半个世纪的小学语文

课程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

期学习苏联，突出语言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５０年代末语文

课程政治化；６０年代重视“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否定

语文课程；８０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语文课程朝着全面培

养语文能力、注重提高素质的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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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及其地位

（一）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

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小学语文是基础工具，是表情达

意的基础工具，是有很强思想性的基础工具。

１．小学语文是基础工具

语文是学习各门课程的基础工具，同时，语文也是从事

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２．小学语文是表情达意的基础工具

语文是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段，语文是以思维为核

心的表情达意的工具。

３．小学语文是有很强思想性的基础工具

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形式共生共存、相辅相成，决定了

语文课程文道统一的特点。我们认为，语文课程的性质最主

要的是两条：工具性和思想性。

（二）小学语文课程的地位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学校教育中，语文不单独设课，课程

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自清末开始设立语文课程至今，规定

的语文授课时数比其他课程都多。国文改为国语后，从１９２３

年公布的第一个课程标准看，国语每周占总课时的３０％。在

这之后，国语课一直处在领头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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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一直是一门最重要的基础课，授课时数最多，在总

课时中占的比例最高。

总之，语文课程作为基础工具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小学语

文是核心课程，它在各科教学中处于基础的地位。

学习提示

我国小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清末小学开始设国文科。

（２）“五四”以后“国文”改为“国语”。

（３）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国语”改为“语文”。

难点分析

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及其地位。

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小学语文是基础工具，是表情达

意的基础工具，是有很强思想性的基础工具。

小学语文课程的地位：小学语文是一门最重要的基础

课，是小学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核心课程，在各科教学中处于

基础的地位。

第二节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学习目标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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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要求：

１．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２．掌握历史上的几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间的异同

知识串讲

教学大纲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学校各门学科的目

标任务、教材纲目的教学实施的指导性文件。它以纲要的形

式，规定各门学科的知识、能力的范围和结构，体现了国家对

各科教材与教学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各门学科的课程水平及

课程结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一共颁布了一个小学语文课程标

准，五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其中有代表性的教学大纲有以

下四部：

（一）１９５６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教育部制定并于１９５６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小学语文

教学大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这部大纲是学习前

苏联的产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专辟一部分讲汉语教学，从

任务、内容到方法讲得十分详尽。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阅读

教学讲得详而又详。

（二）１９６３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１９６３年《大纲》有以下特点：①明确提出“语文是学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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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②强调加强“双基”（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提出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③提

出选文要体现文道统一，教学要贯彻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不

可分割的原则。

（三）１９７８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

行草案）》

这部大纲包括前言、正文和各年级教学要求三大部分。

１９７８年的《大纲》既是教育事业拨乱反正、语文教学正本清源

的结果，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初步

总结。

（四）１９９２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试用）》

这部大纲有新的特点：①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②面

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语文教学要求；③各年级教学要求规

定得明确、具体；④调整了大纲结构，增加“课外活动”一章。

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教学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五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

教学目的的变化反映了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化，语

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语言文学训练方

面的目标，思想教育方面的目标和一般发展方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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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大纲》对教学目的的表述最全面、最准确，它讲清

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①听说读写等语文基本功训练和思想

教育的关系。②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③培养能力和发展

智力的关系。④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１９６３年《大纲》则没有提及思想教育方面的目的，就是在

讲语言文字训练方面的目的时，也只谈到培养读写能力。

１９７８年《大纲》把“从小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放在十

分突出的地位，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求过高。１９８６年《大纲》在

表述教学目的时，把听说读写能力并列提出，第一次揭示出

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品德教育之间的渗透关系，第一次谈到

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几部大纲在教学目的的表述上的变化启迪我们：①对教

学目的要有全面的认识；②要摆正语文训练中思想教育、培

养能力和发展智力、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二）关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１．关于识字、写字教学

关于识字的要求，１９５６年《大纲》为３０００个至３５００个；

１９６３年《大纲》为３５００个；１９７８年《大纲》为３０００个左右；

１９８６年《大纲》认识３０００个左右，掌握２５００左右；《义务教育

大纲》为２５００个左右。

关于写字教学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写字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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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１９５６年的大纲提出“写得对”“写得好”“写得快”的教学

要求，《义务教育大纲》把写字的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指出“写字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

２．关于听话、说话教学

１９６３年《大纲》对听、说未提出明确要求。１９７８年《大

纲》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要求是重新提出听和说的要求，但

听说训练没有提到日程上来。１９８６年《大纲》强调了加强听

说、说话训练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大纲》中的要求是听得

清、听得懂，能抓住重点；说的要求主要有说普通话，把要表

达的意思讲明白、说清楚。

３．关于阅读教学

在阅读教学内容方面，１９５６年《大纲》提出主要阅读两类

文章：一类是文学作品，一类是科学知识文章。１９６３年《大

纲》强调“课文应该是文质兼美的范文”。１９７８年以后的三部

大纲侧重强调课文内容要丰富。

４．关于作文教学

在作文教学的内容上，１９６３年《大纲》提出，作文内容就

是记下“耳闻目见的事物”。１９７８年《大纲》提出，学生“看到

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意义的内容”都可以写进作文里。１９８６年

《大纲》指出，“学生的生活越丰富，作文的内容就越充实”。

《义务教育大纲》进一步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帮助学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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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的内容：一是“引导学生接触自然、接触社会”；二是通过

课外阅读“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三是“其他学科中的观察、

参观、操作、实验等实践活动”。在作文教学要求上，多数大

纲要求写记叙文和常用应用文；具体作文要求时高时低，《义

务教育大纲》在文体上要求高，而具体要求上不够全面。

１９６３年《大纲》在总要求里提出“会写一般的记叙文和应用

文”。１９７８年《大纲》在作文要求上可概括为：总的要求不低，

年段要求明确，六项具体要求有新意。１９８６年《大纲》在文体

的要求上增加了“详略得当”。《义务教育大纲》将小学阶段

作文要求里的“会写简短的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改为

“能写简单的记叙文”，“能写常用的应用文”。

５．关于汉语教学

只有１９５６年《大纲》把汉语教学单列，作为和识字、听

说、阅读、作文并列的一项教学内容。从１９７８年《大纲》开

始，提出在语文教材中增设“基础训练”。《义务教育大纲》既

考虑到素质教育的要求，又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教学要求规

定得比较全面、适当。

（三）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１９７８年《大纲》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大力改进小学语文教

学”，明确提出“端正教学思想”是在１９８６年的《大纲》中。

《义务教育大纲》又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端正教学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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