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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前言

　　本书所讨论的，是具体的语文教育实践。这包括了：&ldquo;经典阅读与教学&rdquo;、&ldquo;鲁
迅作品教学&rdquo;、&ldquo;诗歌教学&rdquo;和&ldquo;教学文本解读&rdquo;这四大块。这都是在做
我所说的教育小事情：上课，编书，写解读文章时的思考与总结，是我最为用心，投入，花费精力最
多的。尤其是教学文本解读，是我自认为能够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所做的最后的实事。《阅读教学
历史经验的两个基本总结&mdash;&mdash;读陈日亮《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一文，是
专为本书赶写出来的，在对陈日亮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学习心得中，也融入了我自己的理论思考。
其余14篇，都是对具体教学文本的解读；在为《小学生名家文学读本》写的《审读意见》里，也写
了11组引导小学生解读名家名篇的阅读建议。这些解读与建议，既是理论思考的具体体现，希望也能
为第一线老师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的帮助。我和陈老师一样，都期待着从教学文本解读这里找到
改变当下语文教育困境的一个突破口。以后我还会在这方面作些努力。　　我曾说过，自己对中小学
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是有思想者与实践者双重身份的。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一书，主要
是以&ldquo;教育思想者&rdquo;的身份在说话；那么，本书就是作为&ldquo;教育的实践者&rdquo;所作
的具体教学试验的总结。由漓江出版社同时出版的我的关于教育的两本书，就分别是我的两种角色的
具体成果，也显示了我的精神世界的宏观的理想主义和微观的现实主义的两个侧面。这样，这些文字
也就最终构成了我的生命轨迹。或许这是我最为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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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内容概要

《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即是钱先生作为“教育的实践者”所作的具体教学试验的总结，《经典阅读
与语文教学》由“最为用心，投入、花费精力最多”的一篇篇教学文本解读组成，是作者身体力行为
语文教育改革所做的重要实事，充满了深刻的锐见与平易的交流，既为一线老师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
的实际帮助，也能找到改变当下语文教育困境的突破口。作者自认为这是构成其生命轨迹的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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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作者简介

钱理群 l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
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
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
生传承五四真精神，本着“接着鲁迅往下讲”的觉识，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
中国优秀的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
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
《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
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
遇》、《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致青年朋
友》、《活着的理由》等等。主编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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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书籍目录

辑一   经典阅读与教学
《高中生眼中的“经典”》点评
且作一呼——推荐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小学生名家文学读本》总序
附：审读意见
关于小学生课外读物的编写与使用
经典教学中的丰富与单纯，多与少，放与收——文勇老师课堂实录讲评
辑二    鲁迅作品教学
和中学语文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让自己更有意义地活着——“90后”中学生读鲁迅的个案讨论
台湾“90后”青年与鲁迅的相遇
辑三    诗歌教学
让诗歌伴随一生——《诗歌读本》总序
辑四     教学文本解读
阅读教学历史经验的两个基本总结——读陈日亮：《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忆韦素园君》：鲁迅喜欢什么样的青年
“白眼看鸡虫”：鲁迅笔下的“畸人”范爱农
如何读和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怎样读和教《阿长与《山海经》》
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纪念刘和珍君》的另一种读法
“做”与“不做”之间——读朱自清的三篇散文：《绿》、《背影》、《春》
“如何”说理，“说什么”理——读《走向虫子》
“怎样写”母爱，母爱“是什么”——读里柯克《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我的叔叔于勒》略说
非常状态下的写作——读卢森堡《狱中书简》
《绞刑架下的报告》的读、讲提示
谈谈《牛虻就义》的艺术处理
《最后一课》释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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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精彩短评

1、鲁迅语言色彩感、音乐感、镜头感；寻找鲁迅与学生的生命契合点，构建精神通道，尊重学生对
鲁迅作品的感受，以语文的方式走进鲁迅，把握每一篇作品“心”和“文”的契合点，删繁就简，不
必讲透；教学文本的解读必须从“怎么写”入手看“写什么”，由文见心，循文而会意；朱自清“不
放松文字”，以学生“原有的语汇”去理解课文的思想，只是“浮光掠影",甚至会形成歪曲，变形。
2、对现代颇有特色的几位作家做了不同的风格解析。稍后整理一下特色在日志发表。

Page 6



《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