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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师范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 802 ] 考试科目名称： 语文课程教学论

考试类型：初试 □复试笔试 □加试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概念理解

基础理论

问题论述

应用分析

实践运用

4.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共 20分

简答题:共 20分

案例分析题：共 30分

论述题:共 30分

实践设计题:共 50分

5.评分标准和要求

1)基本常识明确。

2)概念理解基本正确。

3)回答问题要点准确。

4)问题论述观点正确，条分理析，有创新性。

5)能灵活运用所学的教育教学理论，并结合新课标要求，具体分析实例。

6)能依文本特点，教材特点，结合相关理论，作出合理的教学设计。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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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教学论

第一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性质、

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发展演变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课程发展史上人们对语文课程性质的不同认识和历史发展。

2.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

3.掌握语文课程与课程论、语文教学与教学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4.掌握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

考试内容：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性质

（一）课程与课程论

1.课程、课程论

2.教育史上的课程流派

（二）教学与教学论

1.教学、教学论

2.中、西方教育中的基本教学理论

（三)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

1.西方教育学的观点

2.国内教育学的观点

3.现代课程与教学论

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

1.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

2.语文课程与教学规律

3.指导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

三、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演变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七个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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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了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历程、各个时期发展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

3.掌握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掌握近代和现代复杂多变

的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

考试内容：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三百千；四书、五经；文选读本。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主要经验

1.识字教学

2.阅读教学

3.写作教学

（三）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主要问题和弊端

1.三大问题

2.四大弊端

二、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一）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划分；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突出标

志

（二）语文单独设科

（三）国文

1.“国文”含义

2.这个时期语文教育的特点

（四）现代文进入语文教学

（五）关于现代文教学的初步研究

三、当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一）语文学科的定名及其引起的语文教学的系列改革

（二）推广“红领巾”教学法

（三）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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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具说理论的确立。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

1.《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

纲》的颁布；

2.《全日制普通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特点，新时期语文教学和教学研究

的主要特点；

3.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等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学改革实验；

4.2001 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

出了三个维度、五个领域。

5.2003 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搞）的思考

与实践。

6.2011 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及 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的相关内容的理解。

第三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课程性质、目标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新课标中所体现的关于语文课程性质和目标的新的教育思想。

考试内容：

一、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

（一）语文课程名称确定、歧义

叶圣陶对“语文”做过说明；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产生歧义。

（二）语文课程的性质及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2011 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及 2017 年教育部颁

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相关内容的理解及运用。

二、语文课程的价值转型与目标重建

1.语文课程的价值转型的价值取向

2.语文课程目标的重建

3.语文课程目标的作用

三、《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目标》（2011 年版）简述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目标分为总目标和阶段目标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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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目标

2.阶段目标

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目标》（2017 年版）简析

1.学科核心素养

2.课程目标

第四章 语文课程设计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设计、语文课程目标、语文教材等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

2.掌握语文课程标准的性质和作用。

3.掌握语文教材的功能和内容要素。

考试内容：

一、语文课程标准的历史发展

1.课程设计是对课程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划和安排。

2.语文课程标准的历史沿革。

3.新课程目标的设计思路及课程结构的设计。

二、语文教材建设

（一）语文教材的概念

（二）语文教材的功能与要素

（三）语文教材的发展

1.古代、近代、建国后的语文教材。

2.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材。

3.21 世纪新教材（部编教材）。

（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对“教科书编写建议”中的 10

项建议。

（五）新编部编中学语文教材的特点，编写理念及使用等。

三、使用语文教材的科学与艺术

使用语文教材的科学与艺术的四大方面。

第五章 语文教学设计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教学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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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语文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3.掌握语文教学设计的内容并能应用于实践。

考试内容：

一、语文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1.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3.重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4.正确处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5.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语文学习规律选择教学策略。

二、语文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

1.确定教学目标

2.安排教学内容

3.构建教学过程

4.选择教学方法

5.创设教学情景

6.板书或演示设计

板书图示的功能、内容和形式；板书图示的能力要素；板书图示的美感要素。

三、编制教学方案，进行教学设计

四、组织教学评价

1.语文教学评价的功能

2.语文教学评价的基本要求

3.语文教学评价的方式

第六章 识字与写字教学

考试目标：

1.了解识字与写字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了解识字与写字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3.掌握识字与写字的教学方法。

考试内容：

一、我国古代的识字与写字教学

1.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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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韵文化

3.正确处理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识字与写字教学改革实验

1.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2.分散识字教学法与集中识字教学法

3.注意识字教学法与韵语识字教学法

4.部件析形识字法、字族文识字法和解形识字法

5.字理识字教学法

三、对外汉字教育

1.对外识字教学的回顾与展望

2.对外识字教学法与我国识字教学的区别与联系

3.常见的对外汉字教学法

四、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科学化、艺术化与信息化

1.科学化

2.艺术化

3.信息化

五、 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目标和任务

（一）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目标

1.总目标

2.阶段目标

（二）、识字与写字教学的任务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提出的识字与写

字教学任务。

2.《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识字写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上是

研究性的。

第七章 阅读教学

考试目标：

1.了解阅读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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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多种阅读方法及阅读教学方法等。

考试内容：

一、阅读的基本性质和主要作用

二、阅读教学的内容

（一）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

1.阅读习惯

2.阅读兴趣

（二）阅读能力

1.阅读感受力

2.阅读理解力

3.阅读欣赏力

4.阅读评价力

5.阅读迁移力

（三）阅读方法

1.朗读。

2.默读。

3.精读。

4.略读。

三、阅读教学过程

（一）教学过程研究的历史成果

1.中国古代阅读教学

2.赫尔巴特学派的五阶段教学

3.凯洛夫的五环节教学

4.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

（二）阅读教学的常规过程

1. 引导过程：包括四项内容：预习、解题、介绍有关资料、课前谈话。

2.研读过程：是阅读教学的中心环节，分为三个阶段：感知、分析、综合。

3.运用过程：就是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特别是学习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

迁移能力。

四、高中语文课标任务群的阅读教学。

第八章 写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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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目标：

1.了解写作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写作教学的性质、内容、任务、过程和方法等。

考试内容：

一、写作教学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一）学生作文与应用文写作、文学创作的区别

（二）写作训练的任务

1.育人训练

2.积累训练

3.思维训练

4.语言训练。

5.技能训练。

6.文体训练。

7.写作速度训练。

8.文章修改训练。

二、写作教学过程

1.教师引导，学生定向。

2.教师帮助，学生写作。

3.教师批改，学生参与。

4.交流评改，互相沟通。

三、写作训练方式

1.单项作文训练

2.命题作文训练

3.供材料作文训练

4、想像作文训练

5.话题作文训练

6.研究性作文训练

7.自主作文训练

第九章 口语交际教学与综合性学习

考试目标：

1.了解口语交际教学与综合性学习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口语交际教学、综合性学习的主要内容。

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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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语交际教学

（一）从听话说话到口语交际

（二）口语交际教学的主要内容

1.口语交际的态度

2.语音辨识力

3.话语记忆力

4.话语理解力

5.话语评判力

6.口语表达能力

7.口语应对能力

（三）口语交际教学的基本方法

1.听讲

2.诵读

3.复述

4.答问

5.讲述故事和见闻

6.专题演讲

7.即席发言

8.讨论或辩论

9.创设生活场景，引导学生无拘无束的进行交流。

二、综合性学习

（一）综合性学习的主要特点

1.整体性

2.自主性

3.开放性

（二）综合性学习的基本目标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设置的语文综合性学习学习目标。

2.综合性学习目标具有的特点。

（三）实施综合性学习的基本方式

1.综合性学习的基本方式是探究性学习

2.利用教材资源进行综合性学习

3.充分利用和广泛开发教学资源

4.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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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向全体学生，承认个别差异

（四）综合性学习与教师素质

第十章 语文教学中学生和教师主体性的发展

考试目标：

1.了解语文教学中与中学生和教师主体性发展的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语文教学中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主要内容。

3.掌握语文教学中教师主体性发展的主要内容。

考试内容：

一、语文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一）语文教学中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1.动机

2.兴趣

3.感情

4.意志

5.习惯

（二）语文教学中学生智力因素的发展

1.语感能力

2.记忆能力

3.思维能力

4.想像能力

5.语文教学中的右脑开发

二、语文教学中教师主体性的发展。

（一）先进的教育观念

1.崇高的职业道德

2.教师形象的审美自塑

3.教师的教态类型

（二）语文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

1.运用语言的能力

2.教学应变能力

3.运用现代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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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发展

1.教学研究的意义与特点

2.教学研究的内容

3.初步的教育研究意识及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