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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峦

如何将巾小学浯文教育评价引向合理的轨道，如何有效促进中小学语义教师专业成长：如何优化

中小学语文教材：本期我们继续关注一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一课题组给⋯的答案和建议．

倪文锦认为应而向全体学生构建系统的评价体系和町操作的吖价标准；靳彤建议教师培养培训应突出语义学科教学能力；顾之川等主张根据学牛身心发展和语言发展规律设计写作教材。希望这组文

章能引发大家更广泛的讨论，以推进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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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

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

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

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

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

同意上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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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按历史朝代分编“诗经”

“楚辞”“汉诗”“魏晋南北朝诗”

“唐诗”“宋辽金诗”“元明诗”“清诗”等八个

模块，共选编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有时代

文化特色的近700首广为流传的著名诗

篇，读后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古典诗歌的基

本面貌和独有特色。本丛书的编写力求通

俗易懂，深入浅出，摆脱学究气，增强趣味

性，拉近古诗与现代生活的距离。

书选编了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

言文小故事76则，旨在培养中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和语感。书中通过

有趣的文言文小故事激发中学生阅读古文

的兴趣，在阅读中自然疏通字句，紧要处再

去查阅工具书，这样阅读文言文就不会成

为难点和负担。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编者在每个文言文小故事后面另选一

个故事，不注释，不翻译，用两个故事相互

联系和印证，让学生自己去读或者浏览。

中学文言文读本
趣味故事选

爨
》辩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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