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亿学生换教材，怎么学？如何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根据国家语文、历史、德育三科教
材统编统用、3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
2017年秋季学期，全国所有地区小学
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教材，
2018年覆盖小学初中一、二年级，2019
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教材。

这是一项涉及义务教育阶段1.4亿
在校学生的“大工程”。新教材什么
样？今后学生怎么学？以后考试怎么
考？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一一解答。

增加革命传统文化内容：

8年抗战改为14年
统编三科教材最大的特点是注重

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强化革命传统
教育。以最受关注的语文教育为例，小
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诗，整个小学6个
年级12册语文教材中共选古诗文132
篇，占全部课文选篇的30%，比原有人
教版增加55篇。初中古诗文选篇124
篇，占所有选篇的51.7%，比原来的人
教版也有提高。从《诗经》到清代的诗
文，从古风、民歌、律诗、绝句到词曲，从
诸子散文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到唐
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有收录。此外，课
本还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开国大
典》等，小学约40篇，初中30多篇。

此前《建军大业》上映时，有年轻观
众分不清叶挺、叶剑英，不知道朱德有
没有牺牲在三河坝战役，显示出对新中
国历史教育的缺失。新版《历史》教材
完整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
全民族抗战到最终胜利的14年史实，
并将“8年抗战”明确改为“14年抗战”。
“以前教材可能只罗列几次大型战

役，现在的教材中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
战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中流砥
柱作用，国民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也
得到充分体现。”《历史》教材执行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小兵介绍，历史教
材有专门2册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发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的史实，涉及40多位老一辈革命家。

教材还注重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国
家主权和海洋意识教育、国际理解教
育，揭示出自秦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史实为依托
讲述西藏、新疆、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
岛、南海诸岛等作为我国不可分割一部
分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史中重点介绍人
类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世界文化的多元
性，树立热爱和平的观念与忧患意识。
“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

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特别否
认了鲁迅在中小学课文中“大撤退”的
说法。“鲁迅先生还在，小学我们选择了
2篇，如《少年闰土》，初中选择了6篇，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提高兴趣和思辨能力：

先认汉字再学拼音
这次调整的教材，按照通常理解属

于“文科”，知识记忆型内容比较多。但

根据专家们介绍，新教材在教学过程
中，会更注重学生的成长规律，注重提
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也就是说，教材的
立足点是让学生怎么学得好，而不是老
师怎么方便教。

以语文为例。过去都是一年级开
学就学拼音，然后再用拼音去认字，新
教材改为把拼音学习推后1个月，先认
一些汉字，再学拼音，边学拼音边认字。
“孩子对语文的第一印象是天、地、

人、你、我、他，而不是字母abc，体现一
种更切实的教学理念。”温儒敏认为这
个顺序的改变别有意味，“要帮孩子找
到对汉字的原初感觉，把汉语、汉字摆
回到第一位。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
工具，不是目的”。

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现在很多
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了，英语跟bo、
po、mo、fo混在一起很难区分。现在流
行一个词，叫“综合素质”，在新教材里，
大量的课外阅读和思辨能力培养，被认
为是培养综合素质的关键。“部编本”语
文教材在这方面想了许多办法。比如，
小学一年级就设置了“和大人一起读”，
意在和学前教育衔接，引导读书兴趣。
小学中高年级几乎每一单元都有课外
阅读的延伸。初中则加强了“名著选
读”，改变以往那种“赏析体”写法，注重
“一书一法”，每次“名著选读”课都引导
学生重点学习某一种读书方法。

激发兴趣，传授方法，是“名著选
读”设置的改革方向。如浏览、快读、读
整本书、读不同文体等，都各有方法引
导。多数课后思考题或拓展题，也都有
课外阅读提示引导。

历史教材同样体现了这一指导思
想。一方面，从教材设置上，更强调探
究活动和材料研读，锻炼学生从材料中

提取知识，用来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能
力；另一方面，新教材将过去课后练习
题中的填空题、名词解释等需要机械记
忆的题型，改为活动分析的综合思考
题，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辨能力。

另一项比较大的变化是德育课变
成了“德”“法”课，意在提高学生的法治
素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法
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
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为了
落实这一要求，新教材将义务教育阶段
原品德课调整为“道德与法治”，以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合格公民为中心，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贯穿始终，编写了小学教材
共12册，初中教材共6册。

新编教材在小学和初中还分别编
写了法治教育专册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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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不断线。其中，小学涉及30多部
法律法规，初中涉及50多部法律法规。

考试中考点变化不大：

死记硬背行不通
换教材，除了怎么学，家长和学生

更关心的是未来怎么考。尤其是初中
学生，3年后面临中考，新内容、新题型，
都需要根据新教材“琢磨”。

从目前情况看，未来的考试肯定会
更“活”，把对知识点的记忆变成分析思
考的素材。“历史课里都有《马关条约》，
主要知识点是割地赔款，增开沙市、重
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
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叶小兵举例
说，以前历史教材课后题大都是名词解
释，要求学生记忆条约签订的时间、地

点、内容条款，但新教材给出的却是一
道思考题：“《马关条约》里提出的开放
商埠、允许日本投资办厂，与中国改革
开放之后设立的特区、自贸区、允许外
商投资有什么不同？”

显然，这道题需要学生有历史的
宏观视野，还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对于初中生而言，算是不小的挑战。
不过，记者专门咨询了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田
慧生。他表示，对初中学生无需太过
紧张。“教材内容形式有调整，但考点
变化不大。现在的教学注重分析思
考，在今后的考试中也会延续这一思
路。这是教育改革以来的目标，死记
硬背肯定是行不通了。”

受新教材影响的不只是学生、家长
和学校，因为教学内容的调整，吃培训
饭的教育培训机构这几天也开始忙起
来。记者咨询了以文科培训见长的龙
文教育。一位顾问表示，之前就连北京
不同区之间使用的教材都不一样，教育
培训机构都是按照孩子使用的教材授
课。“以语文为例，我们针对一年级学生
的培训主要是拼音，现在教材调整了，
老师的授课内容也会相应调整。”他还
表示，龙文的老师每周都要培训一次，
目前已经在调整教学内容了。

新教材已经投入使用。编出教材
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在使用中不断改
进。据教育部介绍，教材投入使用后，
将专门开辟三科教材意见反馈渠道，组
织专家定期对教材跟踪调研，了解一线
使用情况。结合中小学教学周期，教育
部还将组织专家定期全面修订教材，周
期内根据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完善教
材。也就是说，教材调整是常态，学习
能力才是关键。

从今年9月1日开始，全国一年级小学生和初一新生的语文、历史、德育3个科

目统一使用“教育部编义务教育教科书”，现行的“人教版”“粤教版”“苏教版”“北京

版”等版本教材将被逐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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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看电影是件

“纯享受”的事情，卖电影却

绝对是件“开脑洞”的事

儿。这不，9月份集中上映

的《敦刻尔克》《蜘蛛侠：英

雄归来》《猩球崛起3：终极

之战》《王牌保镖》等多部好

莱坞大片，除了瞅准中国的

电影市场，还带来了一系列

电影衍生品，准备再掏掏中

国观众的荷包。就连不久

前票房扑街的电影版《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在卖电影

这件事上也不算完全失

败。毕竟，桃花妆蜜粉、定

制款毛绒玩具等衍生品卖

得那叫一个火。

为啥都在开发电影衍

生品上铆足了劲儿？因为

大家知道衍生品能赚钱，

又深谙“鸡蛋不能放在一

个篮子里”的道理，在努力

提高票房收入的同时，自

然不会忘了在银幕之外的

那片衍生品市场中深耕开

拓。只是，与成熟的国外

电影市场相比，我国衍生

品市场特别是国产电影的

衍生品市场才刚刚苏醒。

虽然也有《大鱼海棠》《寻

龙诀》《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等衍生品卖得不错的

案例在前，但其在电影院

里的总体销售利润还是远

远抵不上饮料和爆米花。

对国产电影而言，明

知该做却又迟迟不能打开

局面，其实恰恰证明开发

衍生品是个复杂工程，绝

不仅仅是把一个电影的角

色立体落地那么简单。拿

电影上映前衍生品就大卖特卖的《魔兽》来说，超过10

年的游戏运营、提前2年介入的衍生品开发、数以百万

计具备消费能力的游戏粉丝……一切都是电影衍生品

热卖该有的先决条件。面对这些条件，国产电影只有

慨叹。但慨叹的时间也不能太久，最终还是要拿出实

实在在的举措。比如，打造品牌佳片、完善版权规则、

丰富产品种类等。

电影是衍生品最贵却最有效的广告，衍生品销量

高不高与电影好不好很有关系。目前市面上热卖的电

影衍生品主要源于两类电影，一类是系列电影，比如

《星球大战》《碟中谍》《速度与激情》，一类是动画电

影，比如《神偷奶爸》《超能陆战队》。但是很遗憾，

国内缺乏有持久影响力的电影IP，缺乏适合全年龄

欣赏的动画电影佳作，自然少有观众心甘情愿地掏钱

把衍生品带回家。不过，也有可喜的事，随着近年来

我国电影市场票房加速增长，上述两种类型的国产佳

作日益增多，与其相关的衍生品市场渐趋红火，算是

让打造品牌佳片的举措踏踏实实地落了地。

说完了电影内容，再来看看版权保护。盗版产品

是各国都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我国，电影制作方长期缺

失针对衍生品的布局、尊重电影版权的环境不佳、消费

者版权意识淡薄等一系列因素的存在，直接引发盗版

产品泛滥，其更快的上市速度又进一步挤压了范围较

小的正版电影衍生品的生存空间，正版就这样被淹没

在盗版的海洋中，影响着正版产品的市场评价。从这

个角度看，完善国内衍生品的版权保护规则是比提升

电影内容更急需补上的一课。

最后，还要在丰富产品种类上努把劲。提及国产

电影的周边，要么是毛绒玩具，要么是手机壳、抱枕，几

乎给人留不下任何印象，等电影热度消减了，就再也无

人问津。若想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在创意上多加点

料，把衍生品做得更丰富一点、更精致一点，不妨向智

能家居、车载用品等品类扩展。要知道，无论只求喜欢

的“死忠粉”还是一时兴起的“路人粉”，对衍生品本身

的关注都会多过对其价格的关注。好莱坞电影衍生品

价格高还有市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我们承认国产电影衍生品市场的稚嫩，但也

相信随着物质水平和“影商”的提高，我国消费者会越

来越接受衍生品文化，我国衍生品市场会越做越大。

因为，稚嫩恰恰是成长的起点，请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金秋九月，新疆吉木萨尔县老台乡
南湖村互助幸福院，果蔬飘香。
“儿子们都出去打工了，一个人养

老很孤独。还是互助幸福院好，老人
多，能说话，活动多，还热闹，有空地能
种点菜，这样养老我高兴。”70岁的张根
荣正在门前的2分菜地里，摘辣椒、茄
子，盘算着午餐做什么好。2013年，张
根荣搬到互助幸福院，有一套50平方
米水电暖齐全的房子和一块菜地。

在羊圈台子村幸福互助院，由院里
老人民主推选出的院长、86岁的石永国
正在召集院里的老人拉琴唱戏，开展娱
乐活动。“老人们大都是从自家旧房搬
到互助院修建的新房，在这里互帮互
助，不再孤独寂寞，有地种菜，有朋友交
往。大家吃自己种的蔬菜，一起打牌、
唱戏、写书法、跳舞，享受老年生活。”石

永国所在的互助幸福院由3个村子的
56户老人一起居住。

吉木萨尔县有农村人口9.4万人，
60岁以上农村老人1.87万人，其中留
守、孤寡、空巢老人1896户、2823人。
由于疾病、失能等原因，受限于经济条
件，负担不起住养老公寓的商业养老
费用。很多农村老人的住房多为危旧
房屋，不愿自掏部分建设资金建安居富
民房，又不愿跟随子女进城养老，独居
农村危旧房屋度晚年。

为解决这部分农村老人的养老、安
居问题，吉木萨尔县采用农村互助幸福
院的方式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从2014年开始，吉木萨尔县创新
投融资模式和建设运行管理模式，以
“政府集中建设、老人集中居住，自我管
理、幸福互助”的理念，整合富民安居、

民政资金、援疆资金等项目建成15所
农村互助幸福院，解决了300多户520
多位农村老人的安居养老等问题。该
县规划到“十三五”末，每个行政村都建
有互助幸福院。

互助幸福院建设中，针对村落布局
分散、村户数量少、村内居住散的实情，
在选址上坚持“能进乡镇进乡镇、能进
农民小区进小区、最低限度在中心村、
靠近农村老人聚居村”的原则；在建设
规模上以地定院、摸清各村老人实际人
数和入住需求，尽量多村合建。有效利
用乡镇和小区的上下水、集中供暖等基
础设施条件，入院老人可就近到集贸市
场购物、到乡镇医院和村卫生室就医。
集中后还增加了乡镇人气，便于集中开
展各种活动。

互助幸福院建成后产权归政府，基

础设施维护及公用部分费用列入预算，
安保和安全预算由乡政府负责，日常运
行由乡镇民政办管理。还统一制定了
全县农村互助幸福院入住标准、日常院
民行为规范以及安全、卫生、娱乐等管
理制度。

吉木萨尔县民政局局长王利云算
了一笔账：目前，2个老人进养老公寓，
一年花费不少于2万元。但居住在互
助幸福院，房间免费，蔬菜可以自足，老
人自己承担水电暖、日常生活等费用，
一年不超过5000元。
“农村互助幸福院正逐渐成为吉木

萨尔县养老爱老的风景线。”王利云说，
由于老人集中，方便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开展公益帮扶、义诊慰问、敬老爱老等
社会活动，互助幸福院已成为社会关爱
老人的平台。

新疆吉木萨尔县互助幸福院：

为老人设定幸福新模式
马呈忠

上图 天津某影院入口

处的功夫熊猫阿宝。

左图 以电影《大圣归

来》中大圣形象做成的手机

壳。 牛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