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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编写专家回应：
语文历史教材为什么这样改

一些窗口单位工作人员的“年前综合征”

开始发作，没到假期，状态却已放假。

公职部门是为百姓服务的。每一个部门

都在自己职责、职能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服务

义务，并且，这些义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一些

窗口单位表现出来的年前综合征让公众不

满，那么更让人担忧的，是其年根儿下放松、

懈怠、心不在焉的工作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可

能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容易出现纰漏、忽

视隐患和问题，进而没能拦住事故、没能防患

于未然。窗口单位患上年前综合征，对其他

单位、企业、个人来说，将产生怎样的示范和

导向？让那些过年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正

常休息、不能跟家人团聚的千千万万劳动者

情何以堪？

对有些窗口单位来说，年前综合征就是

机关病、作风病的表现，就是“懒癌”发作。好

好工作，无论从作风的角度，还是职业素养和

要求的角度，都不是一件可以商量、可以随便

打折的事情，否则就是一种失职。

(工人日报)

年前综合征让公众情何以堪
繁忙的春运已经开始，在广大旅客忙碌

着准备安排出行，计划购票乘车的同时，一

些不法“倒票黄牛”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从

中谋取非法利益。

要想彻 底 根 治 倒 票 行 为 ，打 击 倒 票

黄牛分子，单凭铁路方面单打独斗还远

远 不 够 。 作 为 出 行 主 体 的 旅 客 也 要 主

动作为，依法合规的利用电话 、网络和

到铁路部门正规售票窗口购票，同时多

提醒亲朋好友购买黄牛党车票的不确定性

和不良后果，共同提升防范意识。

(央广评论)

春运“打黄牛”必须出重拳
武汉市一全职妈妈在使用一支付平台

时，误将12万余元捐赠给一个帮助孤儿的公

益项目，着实让捐赠者吓了一跳。好在目前

这笔误捐的款项已经退回。

网络捐赠的便捷和人性化，决不应该只

是表现于“一键捐赠”这样的快捷支付，而更

应是在确保安全、有效避免“误操作”的基础

上，给予捐赠者更贴心的服务和健全的权利

保障。“误捐”现象频出，不仅增加了捐赠者

的风险负担，也可能伤及公益慈善本身的公

信力。慈善公益的专业，理当包括对捐赠

“误操作”的有效防范。 (中国青年报)

网络慈善应有“误捐”防范机制

自去年 9 月 1

日义务教育阶段

三科统编教材投

入使用，与教材相

关的讨论就此起

彼伏，一直没有间

断 过 。 比 如“ 卫

青、霍去病为什么

从历史教科书中

消失了”“小学一

年级为什么要先

学识字后学拼音”

“古诗文篇目增加

是否增加了学生

负担”……

近日，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和教

材编写的多名专

家接受了记者独

家采访，在答疑解

惑的同时，引导人

们对教材有更加

理性的思考。

为什么教材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成热议焦点？

众所周知，教材是学校教

育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培养

学生的重要载体，国家的教育

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都在课

程教材中集中体现。党中央、

国务院历来对中小学教材的建

设非常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建设作

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且明

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于去年7

月4日正式成立国家教材委员

会，组织了一流专家进行教材

的编写。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三科教材“组建了140多

人的庞大编写团队，主编领衔，

集体创作”。

国家对教材如此重视，又

花了这么大力量组织编写，为

什么教材中的一点“风吹草动”

会立刻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专家们普遍表示，社会公

众讨论教材的变化是非常正常

的。“因为大家对教材总会有一

些已经固化的理解，现在新教

材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定会去

探讨这样变化的合理性。”义务

教育历史统编教材执行总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小

兵说。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

指出，其实近期社会上对教材

的讨论动机是好的，都是希望

教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

也要注意有些讨论只关注了教

材知识点的变化，而没有考虑

到每个知识点背后的内容。“每

个学科都有核心素养，这是编

写教材的前提，因此教材的某

些变化正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学

生素养的培养。”这位负责人

说。

新编历史教材到底“变”在哪里？
历史教材的变化绝不仅是

“卫青、霍去病从历史教科书中

消失”那么简单。

很多人还记得电影《甲午

风云》中的致远舰冲向吉野号

的情景，“以前所有教材在讲述

甲午海战时都表述为致远舰是

被鱼雷炸沉的。”叶小兵说，不

过史学家对这个细节进行了仔

细研究，查看了作战双方的航

海日志，最终确定炸沉致远舰

的不是鱼雷而是炮弹。

“教材编写是非常专业的，

不仅要考虑学科本身的发展，

也要体现国家认知的变化，同

时还要反映我国最新的发展态

势和成果。”叶小兵说，学科有

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教材一定

会发生变化。可以说，教材的

这种变化更符合史实了。

再有，初中学生的历史知

识还不是很系统，有些学生对

历史知识的了解还有一部分来

源于充斥在屏幕上的各种古装

剧。一些文艺作品不仅对学生

掌握的历史知识产生了误导，

甚至也会影响社会普通民众对

历史事件的判断。针对这种现

象，教材“对难于理解的术语、

概念，尽可能采用让学生理解

的方式呈现。”叶小兵说，教材

不是学术著作，既要考虑教育

性，也要兼顾学习性。

新编历史教材主要采用点

线结合的方式来编排。所谓

点，就是一些具体的重要史事，

比如事件、人物、历史现象等。

所谓线，就是历史社会发展演

变的基本脉络和基本规律。“这

样用点线相互相连，以线串点，

以点连线，使学生既了解把握历史

发展的基本线索，又对历史上一些

重要的史事有所理解，便于学生打

好历史的基础。”叶小兵说。

新编小学语文教材的变化合理吗？

这次的新编小学语

文教材中的一个明显的

变化，就是调整了小学一

年级学习拼音和识字的

顺序：识字一个月后再学

拼音。

很多人觉得这样的

顺序降低了学习的效率，

毕竟拼音是识字的最好

工具。

专家解释，这种变化

不仅跟当今一年级小学

生的识字状态有关，更与

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有

关。

“过去小学生识字量

少，学会拼音后，可以借

助拼音读文章。”统编小

学语文教科书执行主编

陈先云说，但是现在语言

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生

活中到处都是识字资源，

儿童在入学前已经有了

一定的识字量，对汉字并

不陌生。“我们做过调查，

90%的学生在入学前都认

识‘天’和‘人’，80%的学

生都认识‘地’。”

再有，识字课第一课

“天、地、人”选自《三字

经》中“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天、

地、人”体现了传统文化

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的理念。所以，第一个单

元安排识字也体现了教

科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点。而汉语拼音只

是帮助识字、学习普通

话、阅读的“拐棍”，学生

获得了一定的语文学习

能力后是要丢掉这个“拐

棍”的。

对于语文教材，社会

上另一个争议就是古文

古诗篇目的增加。

“大家不要被古诗文

的数量所困，古诗文更多

是 要 求 孩 子 们 读 读 背

背。很多课文都是很浅

显的几句话，很多故事内

容他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能在老师的帮助下读通

顺、读正确就可以了。”陈

先云说，在古诗文方面，

增加古诗文的量，一部分

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11年版）》要求背诵

的篇目，共 75 篇，另外很

多古诗文都是儿童在阅

读白话文时已经了解过

的。比如，教科书从三年

级开始每学期安排一篇

文言文，如《司马光》《守

株待兔》《自相矛盾》《精

卫填海》，学生们对这些

课文的故事已经很熟悉

了，所以在理解文言文上

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

且文言文的篇幅短小、文

字简练，有时候一篇课文

只有三五句话，学生们学

习不会觉得吃力。

其实，大家之所以担

心古诗文篇目的增加会

加重学生的负担，一 部

分原因来自教师在教学

中，对低、中、高学段的教

学要求没有体现出差异

性。“低年级安排的古诗

只要求巩固识字、写字，

最重要的是能背诵、积

累，做到‘囫囵吞枣’即

可。中年级要求了解古

诗句的意思，到了高年

级，才要求教师引导学生

初步领会诗人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陈先云说。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