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9

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902

科目名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考纲说明：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科目，考试内容包

括语文课程论、语文教学论与语文教师论三模块内容，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本学科

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语文教学设计，

写出语文教学方案。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理解阅读教学设计、写作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3.能运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语文教学设计，写出语文教学方案。

考查范围

绪论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性质、任务与学习方法

二、《语文课程与教学新论》的修订再版

第一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功能与目标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性质

一、“语文”“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含义

二、语文课程的性质

第二节 语文课程的功能

一、语文知识的传递功能

二、语文能力的培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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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教育功能

第三节 语文课程的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第二章 语文课程标准研究

第一节 语文课程标准的发展与演变

一、20 世纪初的学堂章程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

四、2001 年实施新课程以来的语文课程标准

第二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解读

一、课标结构的解读

二、课程性质的基本理论的解读

三、课程设计思路的解读

四、课程目标与内容的解读

五、课程实施建议的解读

第三节 高中课程标准的解读

一、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的解读

二、课程目标的解读

三、课程结构及内容的解读

四、课程实施建议的解读

第三章 语文教材研究

第一节 语文教材的功能及基本结构

一、语文教材的功能

二、语文教材的结构和类型

第二节 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二、统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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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性原则

四、系统性原则

五、适应性原则

六、可读性与可教性原则

第三节 语文教材的使用

一、熟悉教材的编辑意图

二、熟悉课文文本

三、研究文本的教学价值

四、实现多种思路的沟通与融合

第四章 语文课程资源研究

第一节 语文课程资源的内涵和外延

第二节 语文课程资源的构成和功能

一、语文教科书

二、语文助学读物

三、互联网+

四、教师和学生

五、社会生活

第三节 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

一、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文课程资源的新特点

二、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应用方式

三、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途径与实践案例

第五章 语文课程评价研究

第一节 为何评价：语文课程评价的含义和目的

一、语文课程评价的含义

二、语文课程评价的目的

第二节 评价什么：语文课程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一、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二、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第三节 怎么评价：语文课程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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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课程评价的原则

二、语文课程评价的方法

第六章 语文课程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方法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新型学习方式

一、新型学习方式的发展背景

二、新型学习方式的主要类型

三、新型学习方式的特点与运用

第二节 语文课程的教学方法

一、优秀教学经验与方法举隅

二、运用和创新六种教学方法

三、运用和创新语文教学方法的四个关键

第七章 语文课程教学设计

第一节 语文课程教学设计

一、教学设计的相关概念及其关系

二、“有效教学”必然走向“教学设计”

三、教学设计的过程和要素

第二节 语文课堂教学设计

一、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理念

二、语文课堂教学设计要求

三、语文课堂教学设计原则

四、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过程和内容

第八章 阅读教学

第一节 阅读教学的地位和目标

一、阅读教学的地位

二、阅读教学的目标

第二节 阅读教学的基本原理

一、整体把握

二、创设情境

三、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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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动对话

五、质疑激思

六、贴近生活

七、创新阅读

八、读写结合

第九章 写作教学

第一节 写作教学的功能和目标

一、写作教学的功能

二、写作教学的目标

第二节 写作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真情实感

二、积累和感悟

三、审题准确

四、文体恰当

五、中心明确

六、思想健康

七、内容充实

八、结构完整

九、列纲起草

十、语言通顺

第三节 各种文体的写作教学

一、记叙文的写作教学

二、说明文的写作教学

三、议论文的写作教学

四、应用文的写作教学

五、其他文体的写作教学

第四节 作文思维训练教学

一、训练想象思维

二、训练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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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第五节 作文教学中的语言训练

一、语言训练的基本目标：准确、流畅

二、语言教学发展性目标：文采飞扬

第六节 作文评改的标准、思路、方式

一、课程标准对作文评改教学的要求

二、作文评改教学的基本原则

三、作为评改的方式

第十章 口语交际教学

第一节 口语交际教学的地位和作用

一、口语交际教学的地位

二、口语交际教学的作用

第二节 口语交际教学的目标和原则

一、口语交际教学的目标

二、口语交际教学的原则

第三节 口语交际教学的资源和方法

一、口语交际教学的资源

二、口语交际教学的方法

第十一章 语文基础知识教学

第一节 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意义

一、语文基础知识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

二、实践性很强的语文课也需要知识支撑

三、语文能力的基础是语文知识

第二节 廓清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范围

一、对语文基础知识的界说

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内容

第三节 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策略

一、不求系统，重在基础

二、随文施教，研习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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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同究异，寻合追分

四、举三反一，举一反三

五、贴近生活，学以致用

第十二章 语文综合性学习

第一节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演变历程与内涵

第二节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主要特征

一、综合性

二、实践性

三、开放性

四、探究性

第三节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施原则

一、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基点

二、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三、立足学生的兴趣和需求。设计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相关内容

四、以现实为依据，因地制宜设计语文综合性活动

第三节 语文综合性学习的主要教学策略

一、认知型语文综合性学习模式及其策略

二、体验型语文综合性学习模式及其策略

三、探究型语文综合性学习模式及其策略

四、拓展研究综合性学习模式及其策略

第十三章 选修课教学

第一节 高中语文选修课的理性认识

一、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历史沿革

二、开设高中语文选修课的现实意义

三、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具体结构

四、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

第二节 高中语文选修课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一、取得的成绩

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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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有效实施

一、高中语文选修课应遵循的原则

二、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教学策略

三、高中语文选修课的管理策略

第十四章 现代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

第一节 语文教师的专业角色

一、角色品性

二、角色变革

三、角色行为

第二节 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

一、语文教师的专业理念

二、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

三、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

第三节 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专业政策

二、教师专业阶段

三、教师专业实践

第十五章 语文教师的教研与科研

第一节 语文教师的教研

一、语文教师的教研内容

二、语文教师的教研形式

第二节 语文教师的科研

一、语文教师的科研的操作策略

二、科研成果的表达

三、正确处理教研与科研的关系

主要参考书目：

1.刘永康、张伟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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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辉、王雅萍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