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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叶圣陶诞辰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

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语文教育方面更为杰出，

以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为人教版教材和教育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倾注

了毕生的心血。2014年叶圣陶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此，《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特开辟专栏征文活动，谨以此纪念。活动具体

要求如下。

：|童‘轰一：_

(一)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

1．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叶老在1980年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1949年开始的。

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为什么有这个区别?⋯‘语文课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要训练学生的到

底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先后次序该怎样，反复和交叉又该怎样”；等等。今天，根据新课标的理念与时代发展要求，我{finn何进

一步深化语文课程的改革与研究? ·。

2．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叶老在1983年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指出，时代不同，语文教学非改革不可，现在的语

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今天，我们的语文教学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以做到既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又提高教学效率?

(二)叶圣陶的教材编写思想

叶老在一生中编写和主持编纂的课本多达二三十部。他认为，编教材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编教材跟个人写作不同。“无论什么

课本，广义地说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所有的课本都是政治课本，一是所有的课本都是语文课本”。教材选文．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

这些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教材建设具有哪些启发?

(三)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

1．如何进行精读的指导。关于阅读，叶老认为，在精读文章之外，再令参读一些相关相类似的文章，同时，还强调吟诵的重要以

及略读的指导。这些做法，今天是否依然需要重视和深入研究?

2．读些什么书。叶老认为．列举一些具体的书来回答，是很不妥当的。他说，我们只能提出几个项目，给读者作为选书的参考。

这些项目包括：关于各科的参考书；关于当前种种问题的书；关于修养的书；关于文学的书。这些都是可以选读的。这对于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有哪些启发?

3．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叶老认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追求所谓的有效教学和高效课堂，具有哪些积极的启

发意义?

(四)叶圣陶的作文教学思想

1．叶老认为，“小学作文之教授，当以顺应自然之趋势而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今天，

我们的作文教学应该怎么做到“顺应自然之趋势”与“适合学生之地位”，如何引导学生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2．叶老认为，“要写出自己的经验。经验又必须深切，必须正确，这要从整个生活里去下工夫”。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充实教学生

活，以深化我们的经验?

3．叶老认为，“最要紧的是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好，写的文章就通顺了。其次要辨明白文章和语言两样的地方，辨得明白，

能知能行，写的文章就不但通顺，而且是完整而无可指摘的了”。面对今天信息技术发展，我们如何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如何使我

们编写的文章通顺而无可指摘呢?

■i l，、：

(一)围绕以上主题范围，自拟题目。

(二)文章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文字精练，资料翔实，论述充分；字数6000---8000，论文有摘要和关键词；参考文

献要注意规范化。

(三)文章要坚持原创，反对学术不端。

(一)电子稿：直接发送至邮箱：rjskcjejf@126．eom，邮件题目注明“纪念文章”字样及文章题目。

(二)纸质稿：请邮寄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收(邮编：100081)，请在信

封左下角注明“纪念文章”字样。
‘o⋯矗

2014年10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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