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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文《爱迪生救妈妈》是“假”

的？《地震中的父与子》与历史记载不

符？日前，关于语文课文“假不假”的

问题再次引起热议，事实上，一直以

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每一点“动作”，

都会引发人们关注。

争议来源：
语文课文允许“虚构”吗？

“看到第 30 课的《爱迪生救妈

妈》，我惊呆了，这可能是篇‘假课文’

啊！”浙江省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

张敏在二年级班上听课时，无意中在

语文书里发现。原来，课文讲的是7岁

的爱迪生，为实施阑尾炎手术的妈妈

“镜子聚光”，可直到1886年，才由一

位美国医生第一次提出“阑尾炎”术

语，那时，爱迪生已经39岁了。

近日，几个网帖给语文课文挑出

不少“刺”：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根

据记载，当年的洛杉矶地震发生于凌

晨4时31分，教室里不可能有正在上

课的学生；比如《华盛顿与樱桃树》，考

古学家发现，华盛顿童年所住的弗吉

尼亚州拉帕汉诺克河边，没种过樱桃

树；比如插图中宋朝八品知县身着紫

色衣服，按宋代服饰制度，只有三品以

上才能服紫色……

记者调查发现，选编进入语文教

材的文章，改动很常见：有的是便于学

生学习，将生字、生词融汇其中；有的

是受篇幅所限，对原文进行缩写；有的

是儿童接受需要，如删节文言文《口

技》中不适宜内容等。

如果一篇课文各方面俱佳，无论

是文学性、思想性还是出于教学的工

具性，那么，就因为其有“不实内容”，

一定要受到全盘否定吗？

不然。“小故事属于文学作品，即

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可以容

许的。”温儒敏介绍，即使是争议很大

的《爱迪生救妈妈》，也并非“杜撰”，

“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里，就有一

段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小学语文的

这篇课文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编写的。”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

日前发表声明，表示“明年后，人教版

所有旧版教材将全部更换为新版教

材，新版教材没有选用《爱迪生救妈

妈》等有争议的文章”。“在编写新教材

过程中，编写组对选文广泛听取意见，

分专题审查，涉及科技内容的选文，一

律送有关领域科学家进行审查把关。”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不可小觑：
警惕“作假”的“衍生品”

有这样一个“经典”作文题：“有一

种鸟，能够飞越太平洋，而它需要的只

是一小截树枝。它把树枝衔在嘴里，

累了就把那截树枝扔到水面上，然后

飞落到树枝上休息一会儿……根据上

述材料作文，不少于800字。”

故事十分动人，但让人大跌眼镜的

是，有“好事者”用浮力知识，计算得出这

样的结论：按照鸟1公斤重来算，那么，木

头体积是2立方分米。也就是说，一只小

雏鸡这么大的鸟，要衔着一根足有两块砖

大小的木块，才能“飞越太平洋”。“就算小

鸟衔得住，飞行时风对木块的阻力，也让

这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意在引发哲思的故事，需不

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很长时间

以来，因为个别人缺乏常识或“想当

然”，语文的课外阅读、练习题、试卷等

地方，“大而化之”的地方不少。如果

说不对语文课文“吹毛求疵”尚可理

解，那么其“作假”的“衍生品”，比如一

些教学方法乃至观念的偏颇，就不能

不引起重视了。

学生作文“雷同”乃至“作假”，早已

不是新鲜事。有媒体曾对2000多人做

过调查，结果显示，90.6%的受访者觉得

现在学生写作文“撒谎”多，其中，31.8%

的受访者觉得“非常多”。问题究竟出在

哪儿？一方面，作文教学中，教师一再强

调“真情实感”；另一方面，作为生活相对

单纯的学生，如果不对日常所见“拔高升

华”乃至“编造夸大”，恐怕得不了高分。

有需求就有市场，现在，“作文素

材”居然也成了卖点。记者随意登录一

个作文网站，小学、初中、高中作文材料

一应俱全，点击进入“当我遇到挫折”，

立即显示出若干“段子”：遇到数学题不

会做，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攻克难题；参

加电子琴比赛，弹到一半忘了琴谱，脑

海中响起老师的话，顺利过关……

现实让人感到遗憾。“我开始不同

意让儿子按套路，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屈

服了。”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五年级家

长陈女士告诉记者，她曾让孩子自由发

挥了几次，结果考试分数很难看，“后来

我们套用范文模板，分数就上去了”。

拒绝“套路”：
独立思考是教育根本

一道语文连线题：“细细的小草”

“青青的柳枝”，错误；“青青的小草”

“细细的柳枝”，正确。4月7日，拿着

孩子的语文试卷，看着被断然扣掉的

两分，在媒体工作的杨女士十分无

奈。“怎么跟孩子说呢？其实我觉得孩

子的答案不但正确，而且很美。”

在一些家长不满的同时，老师也

有“吐槽”。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向记者

“诉苦”，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

为题写作文，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

乎全都病了或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

着他们上医院。

“我们的语文教育在夯实基础方

面成绩突出，但在塑造人格、培养志趣

方面明显不够，很多孩子不具备独立

观察、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能力和习

惯。”一位专家举例说，学生作文之所

以出现模式化问题，和语文教学的这

一特点有直接关系。

一篇课文偶有“不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遁入

“套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乃至

习惯于“作假”。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怎

么丧失的？从“细细的小草”“青青的

柳枝”中，恐怕可见一斑。如果孩子们

的独立思考在“标准答案”面前屡受挫

折，长此以往，谁还敢“独立思考”呢？

课文“假不假”的问题，还要结合

时代性来看。现在的中小学生是“互

联网原住民”，发现事实真相不费吹灰

之力，面对这些学生，语文教学岂能不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有专家还强调，在语文教学中，要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别让

“标准答案”成了孩子创新、思辨能力

的“磨刀石”，这不仅是提升语文能力

的需要，更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作者：张 烁
《人民日报》2017年4月13日第

18 版

新版人教版语文教材不再选用争议文章——

课文“假不假”，关乎学生“真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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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120对新人
为母校120周岁庆生

4月9日，雨星点点的浙江大学，氤氲着重重

浪漫。120对浙大校友新人重回母校，在师长的见

证和祝福中，共结白首之约，为百廿华诞的浙大更

添喜庆气氛。

当天举办仪式的紫金港体育馆装饰一新，星

光璀璨，闪耀着爱情的浪漫，也象征着浙江大学遍

布全球的校友，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在这片

天空下，校友新人们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度过这人

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120位新娘走上舞台，

用歌声和舞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现

场新郎新娘互换对戒，融合了求是鹰（浙大校徽）鹰

翼和爱心的戒指，将浙大缘、求是情永久地系在了

一起。

作者：王 磊 王崇均
人民网 2017年4月10日

台州职院
试水混合所有制办学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日前公布今年的招生计

划，新成立的汽车学院下设汽车制造、监测与维

修、汽车营销3个专业，共招收160人。这标志着

国内首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汽车学院正式启动

办学。

汽车制造是台州市“十三五”八大主导产业之

一，这些年，以吉利、吉奥汽车等龙头企业为代表，

汽车领域的“台州制造”逆势上扬。仅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业，2016年前11个月就实现工业增加

值70.64亿元。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台州金桥集团有限

公司、珠海市笛威欧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签约成

立汽车学院，共同探索混合所有制合作办学，为地

方产业输送人才。

该校党委书记潘通天表示：“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目的是为企业培养人才。”校企各自的股权

都不能变卖，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校“混改”不能越

的一条“红线”。但如果没了“混改”带来的实惠，

企业参与办学的热情势必会受到影响，10%的股

权激励便由此而来。

作者：蒋亦丰 傅君毛
《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7日第1版

舟山市四举措
加快渔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3年来，舟山市已有102名有经验的校（园）长

和731名优质学校骨干教师到渔农村和薄弱学校

工作，每年参与交流的校长和骨干教师数均在符

合交流条件数的15%以上。

落实特岗津贴，留住渔农村学校优秀教师。

设立农村特岗教师津贴，使36所条件艰苦或地理

位置偏远的渔农村（外小岛）中小学、幼儿园的

1000余名在编在岗专任教师从2015年起每人每

年增加300~600元津贴。

实施政策倾斜，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在

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聘中向渔农村学校倾

斜，从岗位空间、评审资格、评审赋分等方面重点

保障渔农村学校教师比例，给予支教教师评职评

先和岗位聘任优先权。对于长期在农村或偏远农

村学校工作的教师在评聘高一级职称（职务）时适

当倾斜，在高级职称评审时，农村学校教师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通过。

2014年以来，名师工作室74位市级名师与渔

农村薄弱学校136名中青年教师结对帮扶，开展

名师工作室开展活动1160余次，其中送教下乡活

动320余次，导师执教或讲座810余次，渔农村和

薄弱学校教师11000余人次受益。

教育部网2017年4月10日

宁波海曙区
拆掉幼儿园里的“墙”

宁波市海曙区在2011年实现了学前3年毛入

园率 112%，净入园率 99.93%，优质资源达

76.2%。机会和质量都已基本均等，该怎么追求更

高质量？过去两年，海曙区邀请南京师范大学专

家团，对5所优质园的课程动了“刀子”。

拆掉师幼之“墙”，“你的需要我看得见”。拆

掉师师之“墙”，“我们是课程建设共同体”。拆掉

园内外之“墙”，“你们都是课程的资源”。

在“新行为课程”的探索中，宁波市第一幼

儿园充分关注教师在课程发展中的作用，采用

了课程审议制度，除了班级审议，还有年级组审

议、园级审议。“通过班级审议呈现出一定效果

后，我们会定期组织教研活动，研讨班级审议后

的效果，一方面将班级教师的经验进行分享，另

一方面发动大家的力量给予建议。”该园副园长

徐晓青说。

作者：纪秀君
《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1日第1版

选课“功利化”
问题不只在学生

对于大学生来说，门类繁多的选修课无异于一桌精神

菜肴，选得丰富，营养才齐全。理科生应当多提升一些人

文素养，文科生也应多了解一点科学知识，通过选修课来

实现文理互补的教育制度设计，无疑值得肯定和推广。但

近些年来，选课似乎有些“变味”，现在大学生选课普遍开

始“挑食”——选课更偏向于选修与就业相关度高、易得高

分的课，拓展、兴趣类课程总是人数寥寥。每到“选课季”，

不少学生在选课前都会向师哥、师姐打听，哪个老师不爱

点名，哪个老师给分高。学生们都倾向于选择容易过、给

分又高的老师。不少人为这种选课现象贴上了“功利性”

的标签。

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好比有的人是为了好好

学习，有的人只想拿够学分，有的人的想法更直接，选几个

容易得高分的课，有助于拿到奖学金。想法不同不等于想

法不对，学生在学校规则允许范围内的选课无可厚非，但

从高校育人的根本任务来说，“功利性”选课无疑违背了当

初设立选修课制度的初衷。

选课“功利化”，自然要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教育引导，

提倡学生选课注重“营养全面”“膳食均衡”。但板子也不

能全打在学生身上，加强选修课质量管理与制度创新，因

势利导，也应同步提上日程。让选修课变得有趣、有用又

有料，学校和教师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选修课有趣，自然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强。当前的90

后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视角敏锐，再加上新媒体时

代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接收和表达渠道，有些时候学

生知道的比老师还多，灌输式的课堂教学自然不能引起大

学生的兴趣。因此，选修课要有趣，内容和形式都要有

趣。有趣并不是说老师要一味迎合学生的口味，而是要通

过生动形象的讲授来达到传播知识的目的。浙江大学有

一位叫苏德矿的老师，他的高数课由于讲课生动有趣，信

息量大，已成为偶像级老师，学生需要早上六点半去占座，

从不点名却座无虚席。看来只要用心，没有什么课程是无

法做到有趣的。

选修课要有用。学生喜欢选对就业有利的课，因为有

用；学生喜欢选可以拿高分的课，因为有用——可以有助

于拿奖学金。其实还有更广义的“有用”，有助于学生成

长，比如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素养，提升学生思辨

能力或者动手能力等。在选修课开设之初，主讲教师就应

明确目的，自己准备教给学生哪些“有用”的东西，统筹谋

划、整合资源。用心用情的课程，关注度和“点击率”想必

不会太差。

作者：刘 伟
《光明日报》2017年4月10日

针对违规房源信息的情况,北京市住建委

等3部门约谈了链家网、我爱我家网等15家发

布房源信息的网站,提出自查整改要求,要求各

网站对发布的房源信息进行审查,于 4 月 12 日

24时前撤下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如包含

“升值潜力无限”“商住两用”“学区房”等虚假宣

传词汇的房源信息。

随着近两年来的房价飙升,不少地区出现

了打着“学区房”旗号影响教育公平,带动投

资投机,拉高平均房价,搅乱房地产稳定大局

的行为。

为了应对这一乱局,北京相关部门已经多

管齐下,开展治理整顿。例如,既严查中介代理

“天价学区房”的行为,又明确“过道学区房”不

具有入学资格,还在研究扩大“多校划片”政策,

并通过随机摇号方式确定具体学校学位……

事实上,早该对这种违规信息说“不”,因为

1998年修订的《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已

废止)中就曾规定过不得承诺升学。2015年12

月24日公布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0

号《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中第十八条明确规

定: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告主能够为入住

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的承诺。然而,

直到今天,全国范围内仍有多个地区的房产项

目打着“学区房”的旗号销售。笔者以为,撤下

网上及中介门店的“学区房”信息应当成为各地

共识。

仅仅撤下网上“学区房”违规信息还不够,

一方面要警惕这种房源信息换个马甲重新登

场,对违规者要坚决惩处；另一方面要从义务教

育资源的供给和分配、分布入手。目前多个城

市所采取的“多校划片”等政策,虽然能起到为

“学区房”降温、让部分孩子有了上名校的机会,

但似乎仍未有效解决根本问题。

“学区房”根本问题仍然在于教育资源的

分配不均衡,优质师资集中于少数学校。优

质教育资源总体供给不足,就出现了学生家

长疯抢“学区房”盲目应对的局面。期待教育

主管部门能够一手抓优质教育资源均衡,一

手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当越来越多的学

校都拥有优质师资,且优质师资处于流动状

态,名校效应自然就会不断弱化,“学区房”的

投资属性随之消失,也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全

面回归理性。

作者：冯海宁
《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4月13日

薛红伟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0日

撤下“学区房”，杜绝中介扰乱市场

认领失物还要交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