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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升中小学课本文化品质乃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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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小学课本是重要的出版物，它是推进教育、文化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抓手；课本的文化品质应与文化繁荣、科学

发展及需求相适应、匹配。保证课本文化水平与提升教育质量有逻辑关系，文化慧人，建“美丽中国”，课本的文化质量必须高

优。生产优质课本是文化建设、繁荣的内容与基石，也是文化繁盛、文化强国的前置条件与保障。编写、审核课本文稿当字斟

句酌、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助力学生发展与社会进步，出版优秀的课本是诉求与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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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课本属汇集了相关学科知识精华的著

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权威性和本源性。典范性、

严肃性、严谨性与准确性应是课本的特质与标志，让

学生高效学习、优质学习和健康成长，使用高质量的

课本是基础和现实需要。因此，编写、审读、出版中

小学课本都应当认真、用心，不能有任何疏忽。

一、问题由来：若干有疵的中小学课本

一瞥

（一）语文课本

郑州彭教师发现现行“人教版”７年级语文课本

（上册）有恙，如，“沭浴”应为“沐浴”，“权威”应为“劝

慰”、“佳，好、美”应为“嘉，好、美”，还有缺后引号、缺

后书名号、缺空行的问题。他指出：“苏教版”小学语

文一年级至六年级（上册）有１２９处“瑕疵”
［１］。相关

情资还有：“苏教版”５年级语文课本（上册）一涉及

桃花的插图弄错了季节；６年级课本（上册）里一幅

关涉民族服装的插图有问题，一气象图标有疵；４年

级课本（下册）《春日偶成》涉及汉族传统服装的插图

有恙［２］。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选修）

均有闪失［３］。

（二）历史课本

２０１５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一研究员说，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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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上看到三幅画，表达的是新石器时代上

海先民的制陶、播种、狩猎的生活场景。为此，他指

出：“我关注过一些教科书上类似的插图、博物馆的

挂图，大都瑕疵多多。”［４］有学者撰文说，现行上海用

的中学历史课本有恙。［５］限于篇幅，这里不转录了，

有意者请上网查阅。

（三）物理课本

１．读“人教版”《物理》笔记

笔者在阅读“人教版”《物理》（九年级，２００７年

版）时专门做了笔记，对欠妥之处提出了完善意见

（见表１）。

表１　“人教版”九年级《物理》小恙举例与完善意见

页码 　　　　　　小恙 　　　　　　完善意见

５ 图１０．１—４电子显微镜下的金分子（单原子） 图１０．１—４电子显微镜下的金分子（单原子分子）

２２ 图１１．１—４丙 乘坐这个从电梯向外观看 “图１１．１—４丙 乘坐这部室外电梯向外观看

２６ 图１１．２—４丙 频闪照相把运动员的动作分解 图１１．２—４丙 频闪照相可分解、呈现运动员的动作

３４ 古希腊学者…… 而伽利略通过…… …… 而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通过……

３７ 现代汽车的速度很快 现代汽车运行时速度很快

３８
图１１．５—１０甲 杠铃受到的重力与运动员对它的

推力平衡

其彩色照片中运动员的姿势与该照片右下角的灰色图示不匹配；

拟换用运动员站立着举杠铃之照片

４５ 万有引力不需要物体相互接触 物体间的万有引力不需要物体相互接触

５６ 图１２．４—７《天工开物》中的杠杆
图１２．４—７明代《天工开物》中的杠杆”为佳，这样有助于学生识

读、了解

５７
真正的‘主秤’是一把弹簧秤……不过也只能称起

２０公斤的重量
……它只能称起２０公斤的重量

６８ 砖能承受的压强大约是……
这要明确是红砖，还是灰砖，是实心砖还是空心砖。不同的砖，上

述的压强数值不同。

７６ 大约每升高１０ｍ，大气压减少１００Ｐａ
……大气压减少１００Ｐａ（水银柱约下降０．７５ｍｍ）。

这样，学生的印象颇深

７８
２．在……广场上，１６５４年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马

德堡半球实验
……１６５４年有人做过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

８０
在相同时间内，机翼上方气流通过的路程较长，因

而流速较大

空气流（风）是连续的，在相同时间内，机翼上方气流通过的路

程……

８４
图１３．５—７氢气球……它们的重量小于所排开的

空气的重量
……它们的总重量小于所排开的空气的重量

９３ １．……离地球最近的一点叫近地点
根据本节的前述内容，改用“１．……离地球表面最近的一点叫近

地点

１０３ 熟食的习性，在人类的进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熟食的营养……”；熟食的习性，此话不通。

１０８
找来一根粗铁丝，想办法使它的温度升高从而内

能增加
……温度升高从而增加它的内能

１０９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阻挡这种辐射，地表的温

度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地表的温度就会维持在……

１１４

燃料燃烧产生的内能……大部分成为环境热源。

电灯、电机……散发热量……看来，科学是一把双

刃剑

燃料燃烧释放的内能……大部分转换、形成环境热污染。工作中

的电灯、电机……散发热量……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产生的内能”，这话不妥

１１７ 发动机把燃料燃烧产生的内能变为机械能 发动机把燃料燃烧释放的内能变为机械能

１２７
如果没有太阳，地球就会处在黑暗……它也不会

孕育出任何生命

……它也不会孕育出无数的生命。

科学研究显示，地球海面下几千米处有一些不需要阳光的生物，

万物生长靠太阳，不是绝对真理。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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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页码 　　　　　　小恙 　　　　　　完善意见

１３１
一切物质由分子组成

图１６．２—２链式反应示意图

物质由分子组成。

有些物质由原子、离子组成，如，氦、二氧化硅（水晶）和氯化钠（食

盐）、碳酸钙等。

这是常见、常用的示意图，但是，它有缺漏、信息不全面，非中子链

式反应的“全息图”，它呈现的不是裂变的实际状况；缺乏原子核

链式反应细节的这类图不利于学生正确地了解、识读核裂变反应

及其基本过程。用相对全面点的下图［６］等，教、学效果会好些。

１３２
图１６．２—３当时的核反应堆的功率非常小

如何实现聚变……科学家正在积极地探索着

图１６．２—３当时的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非常小

……科学家正在积极地探索着，已有了一些成果

１３３ 反应堆内的铀核……也会产生放射线 ……也会产生放射线和一些其他物质

１３４－

１３５

核心的温度高达１５００万摄氏度……太阳表面温

度约６０００℃，就像一个高温气体组成的海洋

核心的温度高达１５００万℃……太阳表面温度约６０００℃，此处就

像一个高温气体组成的海洋。

同一节课文里，量的单位之表达当统一，不能混用

１３７

图１６．３—６太阳能凉帽 电池板把太阳能转变为

扇叶的动能

把反射镜做成曲面，它们将阳光反射并会聚

……电池板先使太阳能变为电能，小电动机再将电能转变为扇叶

的动能

把反射镜做成曲面状，它们可反射、会聚阳光

１３８
不同物体吸收太阳辐射的能力不同人类历史上不

断进行着能量转化技术的进步

不同物体吸收太阳辐射能的性能不同人类历史上能量转化技术

在不断的进步。

进行着进步，这话别扭

１４０ 图１６．４—４这些机器都离不开化石能源
该图罗列了列车、飞机、汽车和轮船，改用“图１６．４—４这些运载工

具都离不开化石能源”

１４０

电能……最终还要转化为光能、内能……那么，为

什么还要使用电能呢

图１６．４—５电能的利用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

的标志　电能是最方便的能

……最终还要转化为光能、内能……为什么要广泛地使用电能呢

……电能是使用最方便的能

１４１

核电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技术

图１６．４—７豆子的生长过程

电影、电视根据剧情的需要

核电技术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

由其所配的图可知，应是“图１６．４—７大豆的生长过程”；相关的课

文也要改一下，豆子乃统称，其种类包括大豆、蚕豆、黑豆、红豆、

豌豆、绿豆、菜豆、小豆等

电影、电视作品根据剧情的需要

１４２

我们是在能量的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利用能量

的，因此，不是什么能量都可以利用

图１６．４—９庞贝古城……考古发掘持续至今，为

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重要资料

……利用能量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能量都可以利用

图１６．４—９庞贝古城……庞贝古城为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

重要资料

１４３
目前许多城市居民使用煤气、天然气为燃料。气

体的燃烧更要严格控制

目前，许多城市居民用煤气、天然气做燃料。燃烧气体更要严格

地控制、防范

１４５ 目前石油、煤炭占了能源的绝大部分 目前，石油、煤炭是我们所用能源的绝大部分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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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上海市出版、自用的中学物理课本

上海市出版、自用的中学物理课本也有闪失［７］，

此处不赘述，有意者请在网上查看。

二、专家对中小学课本的若干识见

（一）关于文科课本

１．语文课本

有学者说：“多年来，语文教材的选文缺乏经典

性，文章数量也太少，学生无法通过文章的阅读形成

语感。其次，语文教学中，虽然有写作和口语的训

练，但方式方法都偏向于传统，偏向于教材内的狭窄

范围。在主题内容上，并不常常涉及社会热议的问

题；在能力培养上，也很少有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剥茧

抽丝般论证、辩论、说理的训练。笔者曾看到，某语

文教材有一则口语训练材料《在毕业生离别晚会上

的即兴讲话》，是这样‘说’的：‘时光老人依然脚步匆

匆，历史长河仍旧波滔汹涌，那，就让美丽的回忆与

幸福的感觉伴我们翩翩起舞，让激动的心弦和着自

然的风韵随我们歌唱。歌唱青春，歌唱友谊，歌唱每

一个难忘的时光。’这样的‘口语训练’，不但对互联

网时代的语文表达没有意义，而且是否真能提升日

常口语能力也令人怀疑。”［８］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施蛰存先生提

出：语文课本“要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文言文要

选老文章，就是过去的人都读的、历代传诵的名篇；

白话文也一样，解放后的文章都不能选。”他说：“我

的曾孙女儿上初中二年级，她有时拿着语文书来问

我，我认真地看了看，啊呀，真是糟糕透顶了！好多

都是现在一些作家的文章，有的句子都不通的，还有

一些太浅了，这怎么行呢？”［９］施先生还说课本要净

化，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不能选做课文；没经过时间

锤炼的文章说它是名著有点牵强。

２．历史课本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主任在中学生群体做过调

查，他发现中学生普遍喜欢历史，但不爱上历史

课［１０］。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委员强调，不能歪

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

线”。［１１］２０１５年，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

“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

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１９世纪中国受到的屈辱和

侵略开始切入。４０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

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应该从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

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

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代之前的这种蓬

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

中国在１９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

研究方法。”［１２］上述信息、认知，值得有关方面关注、

反思或借用。

（二）关于理科课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袁教授在由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

的国际比较研究》成果报告暨专题研讨会上说：“通

过比较发现，在１０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大都排

在４－６位之间，属中等水平。”长期以来，常有人把

学生课业负担重归结课本难，建议降低课本难度。

我国的中小学课本难不难？课业负担与课本难度有

无关系？为科学、严肃地回答此问题，中国教科院开

启了“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该研

究组汇集了１５０多名学科专家，分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学段，对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１０个国家的课本做

比较研究；历时两年多时间，该课题组完成了对上述

各国中小学理科课本难易度的研究及排位。研究表

明，我国中小学课本的难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在１０个国家中我国初中、高中物理课本难度分别排

在第四位和第五位，初中、高中化学课本均排在第四

位，初中、高中生物课本均排在第七位，初中、高中地

理课本分别排在第五和第四位，小学、初中科学课本

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六位。小学数学课本排在第六

位，初中、高中数学课本排在第三位。该课题的责任

人说：“总体来看，我国理科教材并不难，课业负担与

教材难度没有直接关系。”与会专家提出了改进我国

中小学理科课本材编写的建议：加强“课标”与课本

的系统设计，注重不同学段的有效衔接。优化课本

结构，加强知识类型的均衡选择。变革课本呈现方

式，增强趣味性。加强本土文化的渗透，融合价值观

教育。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实践

问题的能力［１３］。

三、思考与建议

（一）中小学课本的文化品质必须高优

１．课本是提升教育、文化质量的平台与抓手

课本是重要的出版物和公共文化产品，是当代

文化的样本，它是提高教育、文化质量，不断提升社

会文明度的抓手。说时下一些中学课本文化品质不

理想，非臆说、瞎说或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以上消息

等［１４］已折射某些文、理课本存在学科性、专业性、规

范性等瑕疵；事实表明，这些课本的质量、水平必须

提高，对其科学性、常识性或技术性层面的纰漏不能

７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教师教育版）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视而不见，理当认真修改、完备之；对某些课本各种

差池颇多之现象，有关各方要了解并用有效地政策

和制度、方法从根子上予以化解。课本的内容、内涵

及其文化品质理应与文化繁荣、科学发展及需求相

适应、相匹配。课本无小事，它不能小恙丛生；课本

应是文化精品，不能是次品，否则，其负影响大而久

远。因此，编写、审核课本文稿须字斟句酌、谨小

慎微。

２．出版优质课本是助推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需要

保证课本文化水平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有内在

的逻辑关系，文化化人、文化慧人、文化强国，建“美

丽中国”，课本文化质量必须高优。生产、供应优质

的课本是文化建设、繁荣的重要内容与基础，也是文

化繁荣和科学发展的前置条件与保证。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阿·森曾说：“成人所拥有的能力深深地取

决于其幼儿时的经历……幼儿时代良好的准备能够

提高我们进入高质量生活的技能。”［１５］很大程度上，

课本的文化品质和基础教育质量决定着成人的能力

及其生活质量与品位。由阿·森的语录可悟，生产、

使用优质课本乃培育、提高成人素能的要素与“良好

的准备”之一。助力学生终身发展与社会进步，出

版、使用优秀的课本是诉求与内需。

（二）编写出版中小学课本的指针与要求

课本是推进、实现文化昌盛、文化智人和文化育

人的载体与“大”管道。促进教育、文化发达，助社会

全面进步，出版、使用优质课本是要件与保障；提升

基础教育水平和学生的素能，重视、提高课本文化品

质乃关键与急需。１９５０年４月，宋庆龄女士在《儿

童时代》创刊号上题词：“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

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窃以

为，这是编写、出版文理课本的路向与基本要求。钱

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

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

有所知。”编辑、出版历史课本当以此为准，要实事求

是地介绍本国各个阶段的历史，切忌以论代史、以论

带史。历史课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黄巢、

张献忠、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评价不能溢

美、不可溢恶，客观、全面、公允、公正是核心词。理

科课本的完善、提高，重在文字的优美、内容之完备

和增加课本的吸引力、文化力，而非降低难度等。

（三）课本是学生习得中文与写作的模本

课本是“典”、是权威，它是学生的“偶像”，是教、

学的依据；课本的影响力、感染力与潜移默化之效力

颇强，全面提升教学、教育质量，课本是基石与高平

台。课本是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重要文本，还是学

习语文的范本和学生写作文的模本。所以，课本必

须细编、精制，它的文字应干净、流利、漂亮，句子要

连续、通畅，不能跳跃，其内容应准确、科学。中文优

美，图片清晰，内容具有连贯性、逻辑性乃课本的本

色与标志，课本的生产者要注意应用规范、标准的文

字与准确的学科知识等，进而保证、提高课本的“安

全度”和文化品质。课本文稿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强

的内容，要请业内专家审读、把关。

（四）对提升课本文化品质及其接受度的建言

１．课本的内容要与时代跟进

各学科课本当用新数据、新材料和新认知等，不

能使用陈旧、过时的东西。课本应“青春靓丽”，不能

“老气横秋”，其内容、观点要与时代跟进；和时代接

轨、与时代同步，是编写、出版与使用课本的原则与

方向。现在，一些国家的中小学课本越发注重从学

科中精心挑选经典的最新内容，量不多，但是每个主

题都会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体验从问题聚焦到学科

建模，再到问题解决的全过程。它们的基础教育视

学生学会学习比学会知识更重要，往往把知识作为

学习的载体，而较少关注知识传授的完整性［１６］。类

似的思路、做法，值得课本的编写者等关注或借鉴、

移植。

２．课本的编审者当踏踏实实地工作

编写、校对课本应十分地投入和如履薄冰，严

肃、严密是编校课本的主题词。编审、出版课本，主

事者、领衔者与编写者都不能浮躁、马虎，掉以轻心；

文字、细节瑕疵度大会消解课本的文化品质，所以，

课本的文稿要反复地掂量、打磨、修改。细节彰显水

平，细部决定品质，出版课本必须严格落实“三审三

校”措施，不粗枝大叶。成就高质量课本，涉事各方

均要努力和全心全意、一丝不苟；编校课本当用情、

用力，严谨才能生产出优秀的课本。审读、校核课本

文稿不可走形式、做样子，须真抓、实干，贵在检查、

找出枝节、细部的毛病，让课本全面地合范、达标。

编、校课本，对字、词、句，标点、符号，单位符号与图

片等要高度地关注、并给力完善之，这些细节关乎课

本品质，关涉基础教育的质量乃至学生健康发展。

３．课本内容要去城市化倾向，应兼顾城乡学生

现在，许多课本以城市学生的生活环境、学习能

力等为标准，课程资源也主要基于城市学生的生活

经验。相关消息显示，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学生

使用这些“城市本位”的课本和教学资源、教学信息，

难以在自我知识框架中找到“支架”或难以适应，从

而影响其学习、发展。这样，编写、出版通用课本应

８６



　总３２卷 曾　铁，李志棣：全方位提升中小学课本文化品质及当务之急

考虑、照顾到乡村学生群体，课本的内容、要求等要

切合、适应乡村学校及其实情，以满足乡村学生学

习、发展之需。

４．借力第三方机构评鉴课本的文化品质

纰漏较多的课本属文化类的“三聚氰胺”，它有

潜在的“祸生殃民”之力。保证课本的文化水平、质

量，借助第三方机构全面、科学地鉴定、评估课本的

文化品质是要措与良方，它可排除干扰，能公正、客

观、全方位地反映课本状况，如实呈现存在的问题，

从而促使课本的建设者倾心、精心地工作。达成评

鉴目的、获得积极效果，第三方机构的此认定结果要

公开，以让有关各方了解真情，尤其是使用者。此法

生成的反作用力或拉力，对生产优质课本，进而提高

学生素质、能力百利而无一害。对课本纰漏率较大

之况，主管部门应落实追究制、问责制，课本的主编

应担责。

５．设立、颁发国家级基础教育“特品课本奖”

力保课本的文化品质，出版课本理应严格按照

规程工作，课本的校对应落实、落细，它至少要有６

次（比普通图书的校对多一倍）；生产课本应纳入出

版界的精品工程和标志性工程等。设立、定期颁发

国家级或国家职能部门级基础教育“特品课本奖”

等，可鼓励编校者与出版社出版优秀的课本；美国基

础教育的课本大奖叫“威·麦加菲历久弥新奖”，我

们拟仿效之。

６．设置、使用面向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网上意见

反馈系统

让学生使用文化品质高的课本，出台、推广以学

年为周期的课本修订机制是思路与方法，有关出版

社要确立相关学科的修订方案，主动征集、参考有关

的反馈修订意见，并以学年为周期滚动循环修订、完

善课本；出版社应结合课本书目申报，同时提交课本

滚动修订报告。建立课程教材（课本与各种教、学参

考书）资源网，使用面向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网上意

见反馈系统，可高效、便捷的收集各方对完备课本的

建议。

有效保证课本的文化品质，编审、校对者应是阅

读视野宽泛和知识量大、文化“势能”高的文化人，他

们要在语言文字和技术性、专业化方面尽其职责。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为了使学生获得一点知识

的亮光，教师应吸进整个光的海洋。”显然，课本的编

校者当如是，他（她）们应是文理知识丰富、文字水平

高和敬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上述事实等说明，编

校、审核课本，“一克都不能马虎”；金无足赤，课本的

生产者则要努力地让课本“足赤”。生产课本，必须

对学生、对历史、对社会发展负责，各个环节的责任

人均要有质量至上的意念、行为［１７］。生产课本，课

本主编是第一责任人，他（她）应有文化自觉与强烈

的文化意识、责任意识，必须是有担当的真正地“主

编”；对课本存在的各种差池，主编不能淡定、无所谓

或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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