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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
张祖庆

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

这些年渐渐成为靶子。业内的、业外

的，凡只要识几个字，都敢骂，甚至骂

得蛮凶。这年头，骂国足，骂春晚，骂

教材都一样安全。当然，骂久了，很

多人会选择无语，懒得骂了。

编教材的人呢，常常觉得很委

屈，觉得有些人嘴太刁、太毒。其实

呀，骂是好事；没人骂了，才悲哀。有

人骂，至少表明大家对母语教育的关

注是热切的，期待好教材为儿童一生

发展奠基的愿望是强烈的。

这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共识。有

了这个共识，我们再来观照面对“让

人无语的教材”的几种姿态，就有了

逻辑起点。

梳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姿态。

一为“哗众取宠”
断章取义地找出一些“问题教

材”，套上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引起广

泛关注。

二为“出离愤怒”
看到有问题的教材，拍案而起，

怒发冲冠，言辞激烈，恨不能把教材

当炸药包，冲进教育部，与教材以及

编教材的人“玉石俱焚”。

这类人表面看是愣头青，但以我

的理解，其实他是有强烈责任心的

人，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编教材的人

在暗处，他在明处，很容易把他自己

推上风口浪尖。不理解的人，还以为

他想借此机会炒作自己。

对这样的人，我表示佩服。在这

个说假话成风的当下，敢于直言的人

是稀有物种。

也许，他的观点不无偏颇。但至

少，他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至少给编

教材的人敲敲边鼓，希望他们擦亮双

眼，选出更好的文本带给儿童。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离愤怒”也

有价值。

当然，如果整篇文章都在宣泄情

绪，没有真正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么，

这样的愤怒缺少的是冷静的思考。

三为“穷追不舍”
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

教材中的哪些文章是应该被“请出

去”的？

几年前，以郭初阳、蔡朝阳、吕栋

等为代表的教师，用大量翔实的材

料，对《爱迪生救妈妈》《地震中的父

与子》等文本进行深度考证，提出了

此类或虚假，或质量有问题的文本

（简称“教材硬伤”）不适宜入选小学

教材，后来结集为《救救孩子——小

学语文教材批判》。

对“教材硬伤”用心考据的人，让

人肃然起敬。

教材是儿童学习母语的第一范

本，应该是经典的、美好的、经得起反

复推敲的。显然，当下的教材离这样

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

郭初阳们的考证，应该引起编者的深

思与高度重视。中外优秀文本浩如

烟海，完全可以提供给少年儿童，这

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责任重于泰山。

有人说，教材允许虚构，那是混

淆了概念。报告文学允许局部虚构，

但基本情节还是要尊重历史，这跟小

说的虚构是两码事。像《爱迪生救妈

妈》《地震中的父与子》等文章，已经

被大量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就不能

作为“传说”或想象性文本进入教材。

编教材的人真的应该人手一册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

也许是受初阳先生的影响，我也

曾对网络上将郑振铎误传为“落雪”

进行深度考证，还“发掘”出了真的

“落雪”。（详见：《真“落雪”与郑振铎

共“昭雪”——小语课文〈唯一的听

众〉作者岳永利有话说》）

四为“合理开发”
编一套教材，要在中宣部的引

领、专家的审核、一线教师的期待与

需求三者之间达成平衡，难！难！

难！有时候，明知道有些文本质量很

一般，但不得不放入教材。

有一类教师，清楚地知道教材

编写的不易，知道没有教材是完美

的，于是没有过多地把精力放在愤

怒、指责上，而是带着学生批判地使

用教材。

读《从现在开始》，他们会带着学

生质问：“狮子大王可不可以给其他

小动物公平竞争的机会？可不可以

通过投票选出新的森林之王？”

读《在金色的沙滩上》，他们会带

着学生追问：“海滩上的小女孩既然

这么喜欢贝壳，她帮叔叔看管衣服，

叔叔送她贝壳，这不是一种互利吗？

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不能随便要别

人的东西’的道德高度”？

读《唯一的听众》，教师带着学生

辩论：“这是一篇散文还是小说？根

据文风，你觉得作者是不是郑振铎，

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类教师还会适时地将原文引

入课堂，让学生细细对比，说说是改

编的好，还是原文好。

这类教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判

断，压缩“硬伤教材”的教学时间，适

当拓展阅读，引进同题材文本，引导

学生进行“群文阅读”。

这类教师可能会觉得“教材无

非是个例子”，把基本的识字任务完

成好，腾出大量时间，引进优秀儿童

文学作品，带着学生们整本整本地

读书。

五为“大胆创造”
有些教师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这类教师深深地知道，放牧者不

能因为土地贫瘠就坐等羊群饿死。

于是，他们带着羊群，寻找水草丰美

的地方。

他们自己读大量的书，把一篇篇

美文带给学生们。他们试着将自己

读到的好文章，编成一本一本的书，

带学生们走进肥沃的土地。严凌君、

蒋军晶、钱锋、刘发建、丁慈矿等朋友

们，编出了《青春读书课》《群文阅读》

《万物启蒙》《名家文学读本》《小学对

课》等精彩读本。这些读本，成了他

和学生们重要的母语教材。他们认

真教好教科书，也认真地用好自己编

的书。

他们深深知道，从来就没有救世

主，与其怨声载道，不如埋头苦干。

在中国，编一套卓越的教材，其

难度比办一台春晚要难很多。

我想说，编教材的人要有春晚导

演的气度——要经得起骂。不要永远

自我感觉良好，唯有虚心听取多方意

见，在各方要求的前提下，更要思考儿

童喜欢和需要什么样的文本。教材编

者不能见人骂就生气。骂得不对，你

飘过即可；骂得对，你改了就是。别人

愿意骂，说明对你还有期待。

教材承载着宣传意识形态的功

能，在尊重这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我们完全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认真

研究发达国家的教材，认真研究母语

学习规律，广泛调研，吸纳更多经验

丰富的一线教师参与到教材的编写

中来，把真正优秀的文本选出来。没

有完美，但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完美。

而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要擦亮双

眼，提高文本解读水平，能判别哪些是

优秀文本，哪些是问题文本。我们要

尊重教材，用好教材。教材是基础，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我们绝不能盲

从教材。我们要牢记“教师是课程开

发者”的使命，要大量阅读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把它们引入课堂。我们要

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建设。

有问题并不可怕，“万物皆有裂

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 谭学武

为师的头几年，我常自豪于课堂

的“热情奔放”，为自己讲解的“细致

入微”津津乐道，也常信心百倍地期

待考试的来临，但成绩揭晓的那一刻

却往往是我陷入情绪低谷的时候，学

生的成绩让我哭笑不得，高分基本没

有。更让我恼火的是：试卷中的大部

分题型我都讲过，甚至还有很多是原

题，为此我甚至怒斥过学生。

为何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

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有一次，

听一位历史教师说，其实考试没有别

的巧，就是要注重落实，其中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检查听写。

我不以为然，但还是尝试了一

下，用听写的方式来检查学生学习的

效果。没想到的是，由于要听写过

关，学生在复习课上特别卖力，几次

考试下来，学生的成绩就变了样，与

其他班的差距缩小了。我终于明白

了以前每次考试失败的原因。

学生考试成绩不好，我曾怪罪于

学生的眼高手低，此时才知道，其实

自己也有份。现在想来，问题可能出

在总是让学生泛泛而读，至于读得怎

么样我从不过问，常主观地想象着学

生会好的，用精神胜利法期待着奇迹

的发生，结果往往是学生高调出场却

以失败收场。

反思了自身存在的缺陷，并借鉴

了其他优秀教师的做法，我走出了教

学工作的低谷，但同时也发现“听写

检查法”比较粗糙，内容较多，耗时太

久，学生感到厌倦，动力不足；同时，

学生的听写也存在书写不畅、层次不

清等问题，完成质量不高。

我对复习方法进行了一些微调。

“微查”有的放矢。最初，我常以

单元为单位给学生布置复习任务，同

时给学生两三节课的复习时间，可轮

到检查时，学生却常是云里雾里，好

像没有复习一样，效果不是太理想。

后来，我将要复习的内容进行了有效

分解，比如，以课而不是以单元为单

位，有时一课的内容也太多，我就以

框（一课中的章节）为单位组织复习，

限定分块复习与检查的时间。我常

在课堂上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复习，然

后当堂检查，这样小范围的“微查”让

很多自认为背诵能力不佳的学生也

能信心十足了。同时，当堂复习检查

让学生有了一定的紧张感，改变了部

分学生爱磨蹭的习惯。此外，“微查”

加深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提高了他

们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可喜的变化。

有些时候觉得不查也没有多大

关系，只要让学生投入复习就行了。

但查只是手段，会对学生有所促动，

查与不查完全不一样。为了进行全

面而有针对性地复习，我告知学生的

检查范围，往往远远大于检查时的具

体内容，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味

道，常让学生大呼上当，却也在愉快

的气氛中完成复习内容。

“微评”触动内驱。在检查完学

生的复习内容后，我都要进行及时的

评价，评价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旁注，如写上“很好、好、较好、字迹

工整、书写整齐、层次清楚、表达新

颖”等微评语，并在学生花名册上详

细登记，作为学生平时的学习评价；

一种是在第二次课前进行微评，对写

得好的学生公开表扬，指出好在哪

里。很多尝到甜头的学生常满怀期

待地问我下一次检查在什么时候，有

时会因我没有来得及检查而表现出

很失望。评价虽小，但在学生的心目

中却起着不可低估的激励作用。

另外，在学生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进行批注，画个圈什么的，补上缺失

文字，唤起学生的注意，让学生抓住

问题的关键，弄清知识之间的内在联

系，懂得“为什么是这样”。

“微谈”加深印象。一是个别微

谈。在检查后，对个别学生反复出现

的问题，让其谈谈自己的主要问题是

什么，不足在哪里；二是集体微谈。

对大家常出现的错误，通过提问让学

生公开谈这个内容的失误点在哪里，

怎样改正；三是相互微谈。在每次检

查的内容发下来之后，留一点讨论的

时间，让大家翻一翻教材，相互指出

对方的不足在哪里。真理越辩越明，

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

微小的调整带来巨大的改变

成长之路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中学
周 雨

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核心素养是

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

“空间感知”“历史意识”“综合思维”

“社会实践”等四大要素构成。基于

核心素养的历史与社会课程资源的

总体运用是从内容和空间两个维度

进行的。从内容维度来讲，又可以分

为学科内和学科间两种课程资源的

整合；从空间维度来讲，主要是指课

内外的课程资源的整合。

一、空间感知
教科书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

材内容虽然几经推敲和研究，仍存在

局限性，并不适合所有地区的学生。

地方资源的融入往往能架起教材与

学生之间的桥梁，由小及大，由近及

远，更能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感悟，缩

短学生同历史、社会的时空距离。

非文本资源主要是指与人相关

的课程资源。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生活观念的变化以及人口流动的加

速，师生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利用相

关资源，会使得学生对区域的认识更

加深刻。比如在讲中国北方和南方

这两大区域的差异与联系时，教师可

以利用自己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把视

频、照片、个人感受等整合到历史与

社会课堂教学中来。

二、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就是一种历史观，是在

历史反思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和经验教训，进而服务于现实。一般

情况下，它可以分为四大块：历史考证、历史理

解、历史评价、历史认同。

在培养学生对历史事实的态度上，必须坚持

唯物史观，向学生说清楚一个问题：历史的结论

必须基于史料的考证，才能去伪存真，避免陷入

盲人摸象的困境。教材对于学生来说是最基本

的参考资料，针对部分教材史料不充分的情况，

教师还应结合其他的相关史料，为学生呈现更为

全面的史实。

历史理解关注的是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去思

考。从横向来看，应从全球大视角以及本国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角度去研究。从纵

向来看，要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通史、断

代史的视野中，比较同类型的事件与人物，突出

其时代特征与阶段特征，分析其对历史进程产生

的作用。

历史评价重在给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的历史作用、意义、局限性等方面的认识。如何

才能实现以古鉴今的价值呢？教师要做促进学

生思考的“发酵粉”，引导他们对历史事物的价

值、历史人物的功过、历史事件的作用、历史观点

的正误等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历史认同意识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从历史

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而了解并形成对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具体可从三个角度

进行整合：第一，从民族认同感的角度，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第二，从国家认同感的角度，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第三，从社会认同感的角

度，培养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三、综合思维
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培养学生综合思维的

课程资源的总体整合策略是从时间和空间角度，

融入社会生活，围绕关键问题，关注内容关联，构

建整合的线索，整合相关的课程资源。具体包括：

1.古今综合或纵向综合。即把社会发展作为

一个动态的过程来描述，借助历史的眼光认识今

天的社会。要让“历史”与“社会”有效结合，以帮

助学生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未来的社会

生活，增强他们在复杂、多元、全球化的社会中生

存的能力。

2.中外综合或横向综合。中国历史是世界历

史的一部分，如果只从中国内部自身的发展考察

历史，不利于从整体上正确地了解历史。中国近

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着深刻的国际

背景。

3.时空综合。历史与地理是人们思维活动的

时空维度，历史从时间角度看待人类活动，地理

从空间角度看待人类活动，两者是密切联系、相

互依赖的。从时间维度考察，纵向变化构成历史

脉络；从空间维度考察，横向交错形成社会百态。

四、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素养强调学生在主题探究活动中的

图表制作、资料实证、社会活动等技能，能打通课

堂内外、链接社会资源。主题的选择依据是从历

史与社会学科提炼出来的关键性问题，以《探寻身

边的历史》的主题探究为例，学生可以研究自己村

庄名称的变迁；研究一条街道、一幢房子、一座桥

梁、一件常用物品的由来。了解身边事物的历史

演变过程，可以通过网上搜寻、实地考察、访问调

查、去相关部门调取资料等方式，收集的资料类型

包括照片、录音、录像、文字等，让学生学会对资料

进行分类、对比、分析，最后进行结题交流。

科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义乌市每年
举行中小学教师科学实验改进与创新比赛，每学
期开展以实验探究为主题的研训活动，以提高实
验教学的有效性，让师生爱上实验。图为近日义
乌市初中举行的“实验探究科学”主题研训活动
现场。

（本报通讯员 金益建 龚琴娟 摄）

实验让师生爱上科学

面对“让人无语”的教材，
我们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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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当下

理念探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