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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近段时间，新闻媒体围绕着语文教

材中的《爱迪生救妈妈》和《地震中的父

与子》等几篇课文引起了热烈的争议。

有一种观点非常鲜明，认为这些都是假

课文，必须移出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

日前发表声明，表示明年人教版将更换

新版教材，不再选用《爱迪生救妈妈》等

有争议的文章。

课文的影响之大、之广、之久，是一

般文本无法比拟的。课文中的形象、情

节和观念，往往会让学生铭记一辈子。

因此，选择什么内容作为课文，需要有极

其认真和科学的态度。笔者以为，其实，

比假课文更离谱的还有三类课文，也必

须同时移出教材。

一是背离时代共识的课文。
教材应该有相当的稳定性，才能有

利于教学的实施，这个特性又使得教材

很难与时代同步。虽说情有可原，但是

与时俱进也应该是教材编写应当努力争

取的基本目标。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夜莺的歌

声》讲的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男孩

“夜莺”用歌声协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

鬼子的故事，表现了苏联少年儿童的机

智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课文没说明“夜莺”的年龄，只知道

他是一个孩子——“有个孩子坐在河岸

边上，耷拉着两条腿”，德国人也叫他“小

孩子”。

在那个时代，为了反抗德国法西斯的

侵略战争，苏联人民奋起保卫祖国，作为

少年儿童也积极参与这无可非议。但在

《联合国禁止儿童参加战争公约》（2002

年）正式生效后的21世纪，还有必要歌颂

和宣扬儿童直接参加战争的事迹吗？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必须与国际规范

接轨。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

然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那么明显违

背国际共识的课文，也应在取缔之列。

本单元中还有一篇《小英雄雨来》，

讲的是12岁的中国孩子雨来参加抗日的

故事，主要内容与《夜莺的歌声》非常接

近，同样也不适合保留。而《一个中国孩

子的呼声》则没有这类问题，大可以让这

个中国孩子呼唤：“救救孩子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二是临时编写凑数的课文。
课文能不能编？我以为，为了教学的

需要，特别是在低中段，教材可以由编辑

适当编写。但编写课文不能随心所欲。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有一篇《燕

子专列》，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里面

有地点（瑞士）、有组织（瑞士政府）、有人

物（小姑娘贝蒂），而《一个小村庄的故

事》紧随其后，这篇课文纯粹是编辑们杜

撰出来的，证据有二：一是没有注明作

者；二是课文里面写的村庄没有具体地

址和名称，人物没有姓名。

问题不在于编造，而在于胡乱地编

造，编得没有一点儿道理。这篇课文讲

的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因人们的乱砍滥

伐最后被洪水彻底淹没的故事。没有事

件的基本要素，连情节也写得非常粗略，

几乎不能说是故事。更为糟糕的是，课

文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文中有这么一段：

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

水奇多的八月，大雨没喘气儿，一连下了

五天五夜，到第六天黎明，雨才停下来。

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

了何处。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提出疑问：

“大雨没喘气儿，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哪一

个山脚下的小村庄不会被淹没？就是他

们从不乱砍滥伐，恐怕也要荡然无存的。

我们在作文课上经常告诫学生，写

作文要尽量真实可信，可学生读的课文

却荒唐可笑。

就算这是一个五六年级学生写的作

文，大多数教师也不会判定为优秀之作，

为什么会出现在教材里呢？很有可能是

编者主题先行，然后编织故事，企图以此

对学生进行说教。但在编写时，没有深

思熟虑、反复推敲。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承载着落实人

文性和工具性的双重使命。人文性的落

实有赖于内容的真实性和形象的生动

性，不是靠赤裸裸地说教和直通通地灌

输。不要以为小学生年幼无知，其实他

们心里明白得很。既不是现实生活的直

接记录和反映，又不如童话故事那样的

富于想象，充满幻想，给人真不像真、假

不像假的感觉。这样的课文最没有说服

力，也最让教育者尴尬。

三是严重失真的课文。
选入教材的记叙性课文，不管是虚

构的文学作品还是纪实散文或新闻作

品，都应该具有典型性，可以高于生活，

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鲜明，以更大程度

地感染人。当然，文学作品的典型性和

纪实作品的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含义。不

管如何，典型都不是无端夸大，不是任意

拔高，不能失真。典型也应该尊重客观

事实，符合生活真实和人的共性。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一面五星

红旗》就是严重失真的一篇课文，讲的

是：“我”在国外的漂流中不幸落入激流，

受伤迷路。第三天才找到一个小镇，当

“我”向面包店老板说明自己的处境时，

老板提出要“我”身上的一面五星红旗交

换他的面包。“我”不肯，可离开面包店

后，因饥饿摔倒在地。面包店老板见后，

把“我”送到医院，支付了医药费。

课文想告诉学生：五星红旗代表着

祖国的尊严，它比人的生命更宝贵。宁

可饿死，也绝不能用它来交换。

课文中的“我”，看上去是颇为崇高

的，我觉得，教育学生珍惜五星红旗，这

自然没错，可在这样的情境里把它看得

比生命还重要，就大大离谱了。

五星红旗在不同的场合其意义是不

同的，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在庄重

的礼仪场合和特殊的节日里，它是我们

国家的象征。国旗是布做的，肯定要变

旧、变脏、变破。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

说只要弄丢、弄脏、弄破了国旗就是不爱

国。否则就是把国旗的政治意义与物质

意义混为一谈了。

课文所说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吗？很

值得怀疑。即使是生活中的真事，也是

极端的个例，不值得仿效和提倡，因为它

还违背了最基本的原则——“以人为

本”。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应该得到

最高规格的尊重。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七册《跨越海峡

的生命桥》同样存在过分渲染和无端夸

大的问题。这篇课文写的是台湾青年为

患白血病的杭州青年小钱抽取骨髓的

事，这件事肯定是真的；抽取骨髓的那几

天，台湾发生地震，这也是事实。

但按照常理，不可能在这样两种情

况下抽取骨髓：一是台湾青年不知道自

己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是否在地震中安

然无恙；二是抽取骨髓时所在的医院随

时都有可能在余震中倒塌。

救白血病病人是一种救，救父母、救

兄弟姐妹同样是一种救，而且救白血病

病人之急，与救地震中受伤者之急，是不

可同日而语的。白血病病人需要骨髓，

迟一两天不一定有危险；而地震中受害

者之急，只能用秒、分、时来计算，随时可

能有生命危险。

如果对只能用秒、分、时来计算的自

己亲人的生命都不急，反而急白血病病

人的生命，这是正常人的所为吗？同样，

医生也不可能在医院随时都有可能在余

震中倒塌的危险中抽取骨髓。然而，课

文恰恰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极度渲染和夸

大。作者和编者总想把好人好事说得绝

对的好，好得让人崇敬有加。但分寸就

是艺术。课文一旦假、大、空，不仅没有

说服力，更会让人厌恶。

课文关涉亿万学生，影响的是整整

一代人，选择什么，怎么删改，必须慎之

又慎。

□本报通讯员 吴高旭 罗贞贞

“低矮的半掩着的古建筑像极了爱捉迷

藏的我们，藏在树林里，藏在湖水中。嗯，好

像还藏进我心里。”

“大家好，我是‘小吃货’丁萍萍。瞧，

我的刘海下藏着成群结队的雀斑，学生说

我肯定是芝麻吃得太多，所以都跑脸上去

了吧。”

“何来粉霞绕堤沙，占尽春光羞桃花。

欲借清风一支笔，却无才思难描画。”

……

炎炎暑热难挡教师们的才情。8月25

日，主题为“单元习作教学专题研讨”的义乌

市小学语文教师暑期培训在绣湖小学教育

集团拉开帷幕。本次暑期培训只抓“习作教

学”一个点，却采用“课堂实训”的新方式，让

前来参训的一线教师们大呼过瘾。

立足习作，打磨课例
谈起本次培训的初衷，义乌市教育研修

院教研部副主任金姝娟表示：“语文教学千

头万绪、难点密布，经一线教师反馈，困难最

多的是习作教学。因此，我们就将着力点放

在这儿，打一场习作教学的攻坚战。”

8月初，培训团队就以微信群方式成立

并开展前期准备，号召力巨大。最终，10

位教师在遴选中脱颖而出，担纲课堂展

示。其中既有成熟稳健的学科带头人，也

有独当一面的教坛新秀，更有会思考、能实

践的一批教学新苗。执教内容也几经筛选，

涵盖写人、写事、写景，记叙、说明、缩写等多

个维度，意在最大限度地呈现习作教学主要

类型。

8月20日，10位执教者与10位磨课导

师在绣湖小学教育集团春华校区一一结对，

从理念、策略、定位、操作等方面面对面研

讨，对教学设计进行试讲、推敲和修改，敲定

最终教案。磨课导师实现从备课到听课、评

课全程护航，保证课例质量。

课堂实训，呈现课例
正值暑假，而本次培训却是采用“课堂

实训”的培训方式，要到哪里找学生呢？原

来，每堂课都有24位参训教师上台扮演学

生，而台下参训教师也都随着教学进度同步

进行习作训练与修改。

参训教师们以教师和学生两种视角，结

合自身教学对眼前课例产生思考，特别是基

于学情把握产生的换位思考。一位教师，

700多名“学生”，生动地互动，有趣地互评，

经验与经验碰撞，困难在碰撞中瓦解，这样

的培训还真不一般。

正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绣湖小学教

育集团教师吴江君形容的那样：“课堂实训

生动活泼、有效精准。在彼此都熟悉的情境

中，执教教师和参训教师会产生良性互动。”

真实成长，思辨课例
如果说培训伊始参训教师对上台、对下

水习作还有所顾虑推托的话，等到50分钟

模拟课堂结束，大家都纷纷表示“台上和台

下感觉就是不一样”“感觉培训还是要上台”

“台上不觉得热，老师讲得生动有趣，一直听

得很投入”“我想到了我的学生”“原来有情

境的培训是这样好玩，很实用”……也有参

训教师在朋友圈里总结：“培训就应该像这

样，形成体验、思考，还有触动、收获。”

于是，场上场下教师都非常投入，上

台机会也变得“一座难求”，参训热情令人

动容。

要说成长，承担本次执教任务的10位

教师最有发言权。对于10余天的“折腾”，

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值”在哪里？如黄杨梅

小学教师陈旭平所说：“前辈鼓励，团队协

作，真实历练，思维冲撞，众多收获。”这也是

大家的心声。

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并不满足于完成既

定任务，培训团队微信群依旧热闹：诉说激

动，分享心得，消化导师们给予的建议，对教

学设计、教学课件再度修改，交流评议，增量

不断。

□浙江省春晖中学 许伯祥

新高考采用“语数英+三门选考科目”，学

生自主选课后，大大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可以肯定的是，学生今后选择高考科

目，某种程度上会取决于所教学科教师的人

格魅力。

首先，拥有阳光的心态、正确的价值取向。
学生选课是基于对这门课有兴趣，他们会

把一切美好的愿景与这门课挂起钩来，因而

需要得到教师的认可和帮助。一位具有阳光

心态的教师不会以个人偏好去否定、干扰学

生的选择，而会更多地考虑学生的实际，为他

们出谋划策，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正能量的

积淀，更为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学生的行为举

止，让他们也变得积极向上，从而更加激发学

习的热情。

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教师要提供给学生

一个正确的价值标准，不能靠空洞的说教，而

是要言传身教。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不但提

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

指明了学生前进的方向。

其次，掌握丰富的知识、娴熟的教学技能。
学生选课还基于自身的特长，需要有教师

帮他更上一层楼。一位具有渊博知识的教师

能让学生如虎添翼，不要说“才高八斗，学富五

车”，至少要知识面开阔、信息量丰富，让学生

信服。

毕竟“强将手下无弱兵”，学生觉得跟这样

的教师学习有底气。各门学科都有其难度，有

时让人望而却步，任课教师凭借娴熟的教学技

能，不但能化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

难，更能在与教师的切磋和交流中，加深对学科的理解和

认识。

为此，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充实和教学能

力的提升，钻研教材、教法，研究学生、考纲，及时、准确地

了解各类信息传达给学生。

再次，具备风趣的谈吐、得体的行为举止。
一位风趣幽默的教师能不断给学生创造新奇，带来欢

乐，让学生持久维持学习的动力。现在，学生真正佩服的

教师仅有学识是不够的，跟风趣的教师在一起，学生不会

感到乏味和疲累，更愿意跟他们亦师亦友。

选择某一门学科作为选考科目，意味着与这门学科的

教师会有许多的交集。为此，教师要进一步提高对自身的

要求，教好书，懂得多，还要有情趣，懂得和学生相处；对于

自身，还要关注生活小节，拒绝不良嗜好，注重行为规范，

提高个人品位，不但要让学生信服，还要让学生欣赏。

最后，保持健康的体魄、饱满的青春活力。
强健的体魄、旺盛的活力是取得好成绩的根本保

障。而一位健康有活力的教师，无疑会让学生有更多的

信心去应对挑战和挫折。以往学生非常在意教师的年

龄，年龄太大或太小都让学生不放心，现在的学生还会关

注教师的身体健康情况。因为高考不仅考验学生，也考

验着教师的智力和体力。

700多位教师扮演学生
打一场习作教学的攻坚战

比假课文更离谱的还有三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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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策论当下

师训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