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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统编统编《《语文语文》》教材的四大变化教材的四大变化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个科目，将全
部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在三科当
中,统编《语文》教材最受社会关注。在此，我们
邀请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为老师、学生和家长解读
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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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开 小 学 一 年 级 《语

文》 课本，首先看到的是
“我上学了”的栏目，在“我
上学了”之后先编排了一个
识字单元，之后才是拼音教
学。这是统编 《语文》 教材
的重要变化，即编排顺序是
先识字再学拼音。

这么多年都是先学拼音
再学汉字，为什么统编 《语
文》 教材要改变惯例？统编
小学 《语文》 教材执行主
编陈先云解释，语文学习的
目的在于学习语言和汉字，而
不是拼音。这种变化清楚地
定位了拼音与识字的关系，即
识字是目的、拼音是手段。

从 多 年 的 实 践 经 验 来
看，小学生先学拼音再学汉

字的教学有一些问题。比
如，小学生识字量少，学会
拼音后，可以借助拼音读文
章。但很多学生偷懒，很多字
即使会认，也不愿意巩固记
忆，而是借助拼音读字音。

实际上，我国的语言环
境早已发生改变，生活中到
处都是识字资源。比如逛公
园、坐电梯、乘火车时，父
母可以随时随地教孩子认
字。可以说，现在学龄儿童
对汉字的熟悉程度比拼音的
熟悉程度高，很多孩子入学
前就已经在学语文、用语文。

调查显示，90%的学龄儿
童入学前都认识“天”和

“人”，而 80%的学龄儿童认
识“地”。所以，统编 《语

文》 教材在“识字”单元，
呈现给一年级新生的第一课
是学认“天地人你我他”六
个字。“由熟悉的事物入手，
可以提高心理接受程度，减
少畏难情绪。”陈先云说。

当然，拼音的作用不能
忽视。低学段学生识字量
小，他们借助拼音能够阅读
较长文章，尤其是一些方言
地区，拼音对于学习普通话
尤为重要。此外，学生来自
不同家庭，他们入学前虽然
认了一些汉字，但对字义不
一定理解，需要借助拼音，
利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待
获得一定语文能力后才能扔
掉这个“拐棍”。因此，拼音
很重要，还是应该学习的。

先学识字再学拼音

小学 《语文》 教科书是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统编小学 《语
文》 教材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做了努力与尝试。

小学统编 《语文》 教材
共编排了129篇古诗文，约占
总篇目数的 30%。其中，古
诗词 112 首、文言文 14 篇、
古典名著 3 篇。除古诗词、
古代寓言、神话传说、历史
故事外，还从《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等传统蒙学读物中，选取符
合时代特点、具有积极意义
的内容。初中有古诗文 132
篇，也比以前略有增加，从

《诗经》到清代诗歌，从诸子

散文、历史散文、唐宋古文
到明清小品，均有呈现。

小学古诗文中，一部分
是课程标准要求背诵的篇
目，还有一部分是儿童在阅
读白话文时已经了解过的。
比如，从三年级开始，统编
教材每学期安排一篇文言
文，如 《司马光》《守株待
兔》《自相矛盾》，学生对这
些课文的白话文已很熟悉，
在理解上不会有太大困难。

与以往不同的是，小学
统编 《语文》 教材加强了古
诗词积累量。教材中除语文
课程标准中推荐的75首古诗
词外，还选入了适合小学生
阅读、背诵的古诗词 540 余

首。这些古诗词增加在课后
的“日积月累”栏目中。

在文言文的学习安排上
也有所调整。以人教版小学

《语文》教材为例，过去，文
言文是从小学五年级下册开
始编排的，而统编教材将文
言文教学提前到小学三年
级。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
增加难度和数量。

此外，小学统编《语文》教
材还增加了很多成语、名言警
句、楹联、谜语、谚语、歇后语、
文化常识等内容，以期帮学生
打好传统文化底子。而初中
的《综合性学习》，则围绕“友”

“信”“和”等传统文化关键词，
设计了一系列专题活动。

大量增加古诗文篇目

“现在语文教学的问题就是读书
太少，很多学生只读教材、教辅，很
少读课外书，所以语文素养无从谈
起。”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认
为，“某种意义上，统编《语文》 教
材‘主治’不读书、少读书。”

据了解，统编《语文》教材把课外
阅读纳入语文课程体系，抓住读书兴
趣培养这个“牛鼻子”，大大增加了延
伸阅读量，努力让语文课往课外阅读
延伸，往学生的语文生活延伸。从一
年级到九年级，每本教材都有系统的
书目安排，告诉老师、家长和学生每个
学段需要读什么书。七至九年级每册
有 6 个单元，都包含阅读和写作两大
板块。八至九年级每册设置 1 个“活
动探究”单元，突出任务性学习理念。

这套教材还重视多种阅读方法的
教学，包括默读、浏览、跳读、猜
读、比较阅读等。如，小学低年级安
排了《和大人一起读》栏目，高年级
和初中有《名著导读》《古典诗文诵
读》 等栏目。初中教材改“精读”为

“教读”，改“略读”为“自读”。“教读”课
主要由教师讲，举例子、给方法；“自
读”课让学生自主阅读，加上课外阅
读，形成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系。

教育专家认为，学生要在语文学
科上脱颖而出，应具备以下特质：具
备良好的沟通交往能力；有一定的分
析概括能力；书面表达有条理，能够
做到文从字顺；养成读书、看报的习
惯 。 统 编 《语
文》教材的投入
使用，正是希望
帮助学生培养这
些能力。

“主治”不读书、少读书

统编 《语文》 教材在强
调阅读的同时，还强调语言
表达能力。这也是相比以往
教材的一大重要变化。

统编 《语文》 教材每一
册的每一模块都设置了“口
语交际”栏目，突出对口语
表达、沟通交往能力的培
养。此前，2001 年出台的语
文课程标准曾首次将“口语
交际”提升到和“阅读”同
等的地位。但十几年过去，
语文教学特别是小学语文教
学，这一块内容仍旧比较弱
化，教师教完课，在学生身
上体现不出效果，令“口语

交际”处于可教可不教的尴
尬境地。所以，统编 《语
文》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图
改变这种状况，提升“口语
交际”训练的实效性。

以小学 《语文》 教材为
例。在“口语交际”内容的
编排上，每册编排 4 次 （六
年级下册为3次），涵盖了倾
听、表达和应对等口语交际
目标。不同话题侧重不同口
语交际能力训练。结合每一
次交际活动，以小贴士的形
式，单独列出几项要点提
示，让学生不但明确本次口
语交际活动的目标和要求，

还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
加以运用。

统编 《语文》 教材也重
视书面表达，即习作训练。
以习作能力发展为主线，组
织独立的习作单元内容，是
这套教材体系结构上的重要
突破。按照学生习作能力发
展的规律，小学三至六年级
每册安排一个习作单元，聚
焦习作能力发展的某一方
面，加强习作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分量，使习作教学更
具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旨在改变多年来语文教
学实践重阅读轻习作的状况。

强调语言表达能力

统编《历史》教材通过具体的
史实使学生具有国家领土主权的
意识，包括国土和海疆意识。

教材中对历史上中国的疆域
演变与发展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尤
其是对我国边疆地区如西藏、新
疆、东北、西南等地区，以及台湾及
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附属岛
屿、南海诸岛等，进行了有历史依
据的论述，阐明这些地区是中国的
固有领土，历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
区进行了有效管辖。

教材注重体现时代发展的最
新成果，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

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及“五个认同”“四个自信”等方面
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材中，充分发
掘和论述历史进程中与这些方面
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凸显时代性。

革命传统教育是历史教育的
重要内容。历史教材突出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不断发展的历
史，通过具体史实，使学生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
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

《历史》教材增强国家领土主权意识

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
写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国家主
权意识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主题
内容，并专门设置了“中国梦”“总
体国家安全观”等专题。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
面，小学阶段通过传统节日和传统
礼仪，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感受力。初中阶段在不同类
型活动中引用、介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观念、人物、故事等，引导
学生感受自身成长与中华文化的

关系，增强文化自信。
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重视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珍视祖国
的历史。例如，通过升国旗、唱国
歌等细节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在法治教育方面，有机融入法
治知识，注重培养法治意识，把小
学六年级上册和初中八年级下册
设置为法治教育专册，集中讲授宪
法，强化系统性。其他册次教材结
合相关内容分散嵌入，确保法治教
育贯穿始终。 晚综

《道德与法治》教材设“中国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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