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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读者，假如您是笔者的同行，有意或无意翻开了这本教程，那笔者建议您把这个前言读完
，也许它会为您的教学带来一些很有意义的启示。
　　假如您是在校学生，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些您将来所从事工作的基本流程和大概内容，通过
在课堂上进行演练，提前熟悉和掌握未来工作的要领。
　　当然，无论哪一类读者，如果您对这本书感兴趣，笔者都诚挚地对您表示感谢，同时，相信这本
书能给您带来学习和工作上的方便。
　　此刻，笔者主要想告诉同行上好这门课的一个诀窍。
　　笔者教了二十余年的应用写作课程，用过多种版本的教材，从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受到了
很多的启发，也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
现在，笔者编写的这本适用于普通高职院校基础课教学的《应用写作创意教程》面世了。
您看到书名中有“创意”二字，这表明笔者试图将这本教程编出一点新意来，有别于其他的教程。
倒不是想标新立异，而是想将自己二十余年教学中的一些心得体会通过这本教程反映出来，给从事应
用写作教学的同仁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也给需要提高应用写作水平的在校学生以及其他读者提供
拓展应用文书写作的宏观视野。
正如这个《代前言》的标题，笔者这里要告诉您的这个诀窍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在编写这本教材时，笔者希望能将多年来一直思考的应用写作教学的问题结合起来。
教法变，教材则变。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切身体会应用文书的写作过程，是教学中需要重视与
设计的一个问题。
应用文书写作教学的实施，要符合认知规律，从现实感知达到知识掌握、技能运用，这就要求将应用
写作教学置于具体的情境，在情境模拟过程中引导学生进入现实角色，体验应用文书写作的全过程，
培养现场感和写作意识。
本书中所说的模式，就是以设想某个公司从筹备到成立后正常运行所涉及的各种应用文书的写作来安
排教学，可以说，这个情境的模拟贯穿了整个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这种教学模式，笔者暂且称之为“情境模拟教学法”。
您可以借鉴或参考这个教学法，在课堂上创办“公司”，模拟“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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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写作创意教程》内容涵盖了当今社会各行业常用的九大类几十种应用文书（学业文书、职
场文书、日用文书、公务文书、经贸文书、新闻文书、专用文书等），具有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
。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当前应用文书写作教与学的实际，尽量将相同类型的文书安排在一
起，知识、例文相对集中，便于应用文书写作课程的课堂教学。
书中大量吸收了现代应用文书写作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成果，内容有实用性，例文有代表性，作业设计
有针对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应用写作和实际应用能力。
　　《应用写作创意教程》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公共课教材，亦可作为其他社会相关从业人员的培
训用书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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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口头语体是人们在交流时不借助书面文稿而用口语相对自由、灵活地表达话题意思的语言体裁，
如茶余饭后的闲聊，会议过程中围绕会议主题进行的自由发言和讨论，教师在课堂上围绕课题进行的
分析、阐述等。
总之，口头语体是一些有主题或无主题的口头表达。
　　口头语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1）语言表达的相对随意性。
在非正式场合或不需借助讲话稿的情况下，说话人就某一话题发表看法或陈述某一事件时，其语言表
达相对随意，依话题表达的需要而变化，依听者的表情、情绪变化而变化，或独自主讲，或答问应和
。
（2）表述层次的欠逻辑性。
正因为是在非正式场合。
不借助讲话稿，说话人的语言表达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其语言表述层次的逻辑性往往就不很强。
但正是由于这样，才有了发言、对话、交流、讨论的自由气氛和环境，一些入木三分的分析和鲜明正
确观点才能得以表达。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写作创意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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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