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智

慧

海

都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责编/李焕泉 美编/建隆 校对/李达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新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启用新修订的道德
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新教材 在哪儿？
N新华社 央视新闻

新学期已开学，全国小学和初中启用新修订的道德
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新教材今年首先在全国小
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2022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
修订工作。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共200
余人，包括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教研部门、中小学校的
思政专家、学科专家、课程专家、教研员和教师等。

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新修订统编教材，已摆上学生们
的课桌，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
那么，历时两年修订的教材有何变化？新教
材，新在哪里？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17年秋季学期，教育部组织编
写的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正式投入
使用，2019年实现全覆盖。从实践反
馈来看，教材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
和社会的良好反响。

为何要对这版教材进行修订？教育
部教材局负责人介绍了修订背景——

第一，党中央对教材工作作出新部
署，要在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事
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切实让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打好中国底色、厚植
爱国情怀，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第二，按照 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每个学科
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突出学
科思想方法和探究方式，强化实践，推
进跨学科主题学习。教材的编写理
念、素材选择、编排方式等，都要落实
这些要求，进一步体现育人为本、素养
导向。

第三，2017年三科统编教材投入
使用后，社会各界提出很多好的意见
建议，学界对教材也有很多新的研究
成果，这些都需要在教材修订中加以
改进和落实。

为做好修订工作，教育部精心组
建了修订团队。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
和修订组成员共 200余人。为充分听
取一线意见，教育部组织 18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50多所学
校、2000多名教师、10万多名学生对教
材进行试教试用，通过课堂教学检验
教材的适宜性；组织10个省（区、市）的
500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进行
全面精细审读。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
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严格的初审、
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教材
委员会审核。

经过两年多努力，教材编审工作
全部完成。“全面把好政治关、科学关
和适宜关。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的精品教材。”教育部教材局负责
人回顾整个工作历程时说。

七年级上册历史（人教版）课本，封面
上的文物是什么呢？这件文物可大有来
历！它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何尊。

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
镇，是 3000 多年前西周早期贵族“何”铸造
的一件青铜礼器。发现之初，它曾被村民拿
回家中装粮食，两年后又流落到废品收购
站，差点就被销毁。恰逢宝鸡市博物馆的专
家到收购站寻宝，它才以 30 元钱的身价被
专家购回。当时，何尊周身被一层锈迹覆
盖，专家也并未发现它的不凡，只认为这是
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尊。

1975 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何尊被
调往北京展出。展出前，它被送到故宫博
物院的修复部作除锈处理。文物工作者在
清理掉表层的斑斑锈迹后，在何尊的内底
发现 12 行共 122 字的铭文。特别的是，这
些铭文中出现了“中国”两个字——这是目
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此前发现
的殷商甲骨文卜辞里，“中”和“国”两个字
都不曾见有连用。

新教材主要体现在更加突出育人功能。
比如，语文教材增选了反映新时代航天员、戍
边英雄、科学家等群体事迹和精神的篇目，包
括《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蛟龙”探海》《天
上有颗“南仁东星”》等。新教材还通过增选
篇目、设置专题等方式，对孩子加强劳动教
育、国防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等。

总而言之，新教材立足于立德树人，着眼
于素养导向，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人们常说：“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无论
启智润心，还是培根铸魂，都离不了因“材”施
教。有直抵人心的优秀教材，才能更好地教
书育人，塑造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此次修订工作注重听取一线反馈
意见，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幼小衔接方面，语文统编教
材修订后降低了教材难度：一年级上
册的课文从 14篇减少到 10篇，识字课
从 10课缩减至 8课，识字量从 300字调
整至 280字。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
加 1至 2周，减缓了起始阶段的学习坡
度。科学安排识字写字序列，优先学
习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
汉字。

反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
云等革命英雄及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
群像的选文，依然是语文教材的重要内
容。鲁迅先生的相关课文也没有变化，
共有13篇。

新修订教材采取系统融入、重点强
化等方式，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教育、
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等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本次修订加强全套教材的一体化
设计，注重语言转化。同时，对法治教
育进行了统筹设计，以宪法为主线，共
涉及 90余部常用法律；融合道德和法
律，促进德法兼修。”道德与法治统编教
材编委会主任路建平说。

此外，修订教材的封面、版式设计
和插图绘制按照反映学科特点、体现艺
术水准、彰显中华美学品味、符合大众
审美习惯和生活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
化设计。

新修订统编教材如何投入使用？
根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于
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其中，2024 年
秋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
用；2025年，小学一、二、三年级和初中
一、二年级使用；2026年，义务教育阶
段所有年级全部完成替换。

教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
家级示范培训，各地将于8月底前完成
授课教师全员培训。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最新成果系统有机融入，使之成为凝
聚整套教材的‘魂’。”教育部教材局负责
人说。

比如，语文教材从《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二卷）选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课文，并在教材相关栏目中引用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让学生读原著、学
原文，深刻领会殷殷嘱托。

同时，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
前提下，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优化，突出
中华文化立场，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诗经》、诸子散文、汉魏古诗，到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语文教材有
序安排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化常识的学
习，全套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文
共353篇。

语文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王立军
说，语文教材还在原有基础上新选入《雷
锋日记二则》《井冈翠竹》等多篇课文，对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牛河梁遗址
等代表性考古成果，被写入了历史课本。

历史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徐蓝表
示，历史教材注重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成果，充实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成就和
科技成果内容，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翻开新修订教材，时代气息扑面而
来。

语文教材中，《青春之光》是组织作
家实地采风创作的反映黄文秀事迹的课
文，《“蛟龙”探海》《天上有颗“南仁东
星”》等突出介绍了大国重器、国家英模；
道德与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最新
成果的学习；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的历
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育人为本
每科要培养核心素养

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一年级识字量减少
拼音教学时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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