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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教科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是学校教学和教师教育的依据"也是学生终生发展的基本知识源! 长期以

来"遵循学科知识逻辑的教科书在实践中日益凸显出-重学科知识学习#轻人的实践能力发展.的困境! 在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的时代"教科书应践行时代育人使命"成为坚定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载体"成为鞭策

学生实现人生发展的工具"成为助推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养成的平台! 新的教科书要将编写的视角从关注学科知识逻辑

转向关注整体人的整体素质发展! 其中"转换编写理念是关键"厘清核心素养发展层次是前提"统整设计教科书内容是

核心"开放性设计学习活动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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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教科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也是教师教

与学生学的主要依据& 多年以来#教科书遵循学

科知识逻辑的编写思路#学科知识的学习成为课

堂教学的中心#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在密集的知

识学习包围中被忽视#教科书'重学科知识学习-

轻实践能力发展(的现象#使学生对教科书的学

习失去了兴趣& 但教科书是为学生编写的#对于

学生来说#教科书的价值最终也最显著地体现在

如何促进学生学习和促进学生发展方面& 尤其在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

的时代#教科书应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仅

只传授知识#还必须通过传授知识的过程#充分发

展学生的智力#积极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帮助学

生在学校学习和日常生活或未来职业生活之间建

立联系)%*2$

#为所有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

!5学科本位教科书的育人困境

学科本位教科书是把学科知识作为教科书内

容的基本来源#从学科知识领域内选择一定的内

容#按特定知识领域的内在逻辑体系来组织教科

书内容& 在编写理念上遵循以学科知识为中心#

重视知识的重要性$在内容设计上坚持以学科知

识及其发展为基点#强调本学科知识的优先性$在

编排方式上#以直线式为主#坚持以学科知识的逻

辑体系为线索#强调本学科自成一体& 这种编写

思路适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能让学生经济有

效地掌握人类文化遗产#逻辑清晰和循序渐进地

获得人类文化知识#有助于学科知识的生成和技

能的训练#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同时#还便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成为学

生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系统知识的重要途径& 但

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过于关注学科知识逻辑-

忽视人的整体发展的多种需求的困境#这种困境

典型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容易疏离现实的具体生活#脱离学生的

实际需求& 关注学科知识逻辑的教科书过于追求

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完整性#把学生定格在设定

的书本世界和科学世界之中#这与以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为特征的学生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毫不匹

配#造成学生认知结构的支离破碎#与现实生活的

疏离感日益增强#社会意识逐渐淡化& 教育远离

学生实际需求#无疑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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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缺乏诸多学习的动力&

二是容易割裂知识和社会的整体性#剥夺学

生发展的自主性& 关注学科知识逻辑的教科书以

分门别类的方式组织和编排学科知识#各学科相

互分离#彼此孤立#造成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科与

社会生活之间的人为割裂#孤立的科目不利于学

生从整体上认识外部世界#难以培养他们的实践

能力与创新能力& '长期接受碎片化信息#容易

使人们养成用孤立的眼光去看问题的习惯#最终

会弱化人们对复杂事物的思考能力&(

)!*1+再者#

一味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难免导致科目过多-

过繁-过杂和缺乏整合#教学也更容易侧重于知识

的灌输& '当教学被当作一种简单的知识传递

时#它便不能引发学习#甚至还会阻碍学习&(

)#*!1

单向的知识传授也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

生思维的广度#导致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丧失&

#5新时代教科书的育人功能

#)!5 教科书是坚定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载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卓越辉煌#它是整个民族

赖以生存的精神血脉#是浸润华夏儿女心灵的智

慧食粮#更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 文

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渗透到人活动的方方面

面&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

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

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是实现文化的

传承-创新与超越的内在动力& 一个民族只有树

立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统一和发展#才能在面

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时#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保

守复古#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在新的语境下融入时

代发展#融合现代科技实现文化的创新#实现文化

的超越#引领未来)3*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很多场

合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对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尊崇#并指出!'一定要通过

学习树立对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树立文化的

自信-民族的自豪感&(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无法

否认#课程及其教材就是对整个人类积累起来的

优秀文化的精选和传承& 教科书从人类浩如烟海

的文化典籍中选择出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在一

定程度上是文化的'集萃(#展示的是文化的精

华& 如语文教科书中的+黄河颂, +望岳,等表达

对祖国山河雄奇壮美的热爱$+芦花荡, +过零丁

洋,等表达爱国人士的爱国情怀$+我爱这土地,

+乡愁,等表达游子的恋土深情和思乡愁绪& 文

化的优秀-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力量#就是我们文

化自信的强大底气#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水之源-

木之本& 学生在学习教科书中人类优秀文化的基

础上#领会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感悟中华民族团结

奋进-和谐友善-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感悟

到仁爱孝悌-勤俭朴实-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有

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形

成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从而发展成为

有宽厚文化基础-有文化自信的人&

#)#5 教科书是鞭策学生实现人生发展的工具

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自主自我发展& 作为传

播人类优秀文化的载体#教科书首当成为引领学

生自我发展的重要工具& 首先#教科书精选的内

容#能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陶冶学生的心灵#滋养学生的精神成长#

形成想学-要学的学习态度& 其次#教科书知识的

组织与编排#能激发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主

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培养学生自主处

理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教科书知识的呈现方式灵活多样#切合学生

认知特点#能指引学生认清和挖掘自己的优点#树

立完善自我的信心#同时又敢于正视弱点#把自己

的缺憾和不足转化为积极向上的动力#进一步认

识自我#发展自我#从而使自我在人生境界-道德

品格-人性修养等方面有逐步的提升和纯化#并由

此实现自我的人生发展&

#)*5 教科书是助推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养成的

平台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实现自我价值是人

的社会性的内在需求#实现个体自我价值就要参

与社会-融入社会& 教科书所承载的知识#最终目

的是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

族-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而这个有用必须体现在

具体的社会参与中& 教科书中诸如人物故事-传

记等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学生知道

这个故事#而是要通过学习这些故事#引导学生逐

步树立起一种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情感态度-

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养成在日常活动-问题解

决-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担当意识& 教科

书内容设计一些颇有时代性的诸如国家意识-法

治意识等相关的主题#让学生围绕这些主题#在实

践过程中探究#体验-感悟#从而获得经验#磨炼意

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既能培养他们的综合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还能厚实他们可持续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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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5新时代教科书的编写方略

*)!5编写理念的转换是关键

理念是隐藏在人类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 新

的教科书变革#首先是编写理念的改革& 教科书

要从传统上过于关注学科知识中心的编写误区转

向以学习者为核心来设计学习内容#最大限度地

发挥教科书在学生发展中的价值&

第一#教科书编写要由关注'学科知识(到关

注'人的素养(& '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

条件&(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000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培养

'完人(的理念#即'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

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

的人#这就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

说&(

)"*!%"可以说#在任何社会#以教科书为依据进

行教学来培养人的观念都不会错& 但关注学科知

识逻辑的教科书#因不同学科的逻辑结构-知识体

系的各自独立性#使得教科书内容具有相对完整

性#难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不利于全面发展人才的

培养$关注人的素养发展的教科书#是在尊重学科

知识的基础上以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为逻辑结构#

突破了学科知识边界的屏障#更多地强调学习者

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以及运用这些方法的开放性

学习情境#将知识内容与问题情境以及学生的生

活经验建立起丰富联系#使知识主动走向学生的

生活#可以有效地适应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真正

实现了人的回归&

第二#教科书编写要由关注'分科编写(到关

注'统整设计(& 关注学科知识的教科书对学生

发展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在尊重学科知识

价值的基础上#改进教科书内容设计#改进运用知

识的方法#才能让学生的素养落地发芽& 为此#教

科书内容设计必须走向统整化#而不再一味地坚

持分科化& 理由有三!首先#学科知识不是学科各

个知识点的简单排列与堆积#而是一个有着自己

组织形式与结构的特定学科的内容知识体系& 在

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实践性问题的解决#从来都

不是某一学科中某一单一知识点可以胜任的#也

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知识可以实现的& 只有以知识

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把学科知识进行生活化-

情境化处理#帮助学生形成一个处于运动中的思

维网络#符合学生的兴趣与需要#才能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次#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是整体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从来都不

是某一个单独学科可以独立完成的& 学生的问题

解决能力-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素养不

是仅靠某一个学科就能够培养的#而是需要借助

多学科-多种知识和多种能力的共同作用)1*

& 在

教科书编写中#以知识统整的方式来设计内容#尽

早在学生心目中形成一种知识整体的印象#而不

是条块分割的概念#以此来培养学生普遍意义的

核心素养#更具有可行性$再次#知识自身的几何

级数增长趋势使得如何去获得知识以及创造知识

的核心素养变得更加重要& 每年海量的知识增长

使得分科编写的教科书越来越厚#知识容量越来

越多#也使得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从而更进一步

的诱使学生沉浸在知识当中而不能自拔& 所以#

以统整的方式编写教科书#彼此融合#即使更新也

会变得更自然而科学&

第三#教科书编写要由关注'独重知识(到关

注'真善美的融合(& 任何有价值的知识#不光是

真的体现#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求

真的过程#同时也蕴含着美和善的因素& 教科书

的使命就是向学生揭示知识的真-善-美的过程#

发展学生运用规律#培养学生进行自由创造的意

识和能力& 教科书中知识的美的熏陶-善的激发#

能让学生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形成向上向善的整

体精神面貌#并在能力-气质-兴趣-信念等方面呈

现出良好的素养& 知识的求真-品质的求善-精神

的求美也是一个良好品格的人发展的基本要求&

关注学科知识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只重视知识

本身的呈现#而不重视知识的来源经历#这样就把

本来具有丰富的鲜活血脉的知识变成一个扁平化

的东西#变成一个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结论#而这

个结论怎么来的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抹掉了& 因

此#建立知识的基本结构和网络#重视主观的-开

放的-情境的个人知识将成为教科书内容设计要

坚持的方向& 事实上#在学习教科书知识时#只有

比较完整地呈现科学家对知识百折不挠的探索过

程#才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质

疑能力和探究意识& 所以#学科的发展史-教科书

中科学家自传-人物故事等在融合真善美的整体

呈现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5 研究学科课程标准%厘清核心素养的发展

层次是前提

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和指南#反映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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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结果的期望#它通常

包括几种具有内在关联的内容标准"学习领域%

和表现标准"规定学生在某领域应达到的水平%&

教科书编写要在深刻理解本学科课程标准的基础

上#明晰核心素养在本学科以及学生发展不同阶

段的层次及要求& 在三维目标为核心的课改中#

有些目标在学科课程中并没有得到明确具体的阐

释#广大一线教师无法清晰把握具体学科的课程

目标#在关注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技能目标时#存

在忽视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体验性目标

的情况#导致三维目标在教科书及教学过程中存

在一定程度的落空& 尽管核心素养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但针对三维目标在教科书中的弊端#使

教科书内容能反映考察的素养要求#并能够真正

评量到预期之学习结果#设计以核心素养为指向

的整套书的双向细目表很有必要& 以核心素养为

指向的整套书的双向细目表#是在遵循学科课程

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的纵横设计& 纵向上一般设计

学科教科书知识要点#即把本学科教科书中的知

识点找出来#然后列出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的重点知识#再确定每一类重点知识应占的比例&

横向上根据本学科的教学目标要求以及核心素养

结构要求#将该学科领域所能够培养的素养类型

逐条列出& 最后#根据各知识点以及核心素养类

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对应或调整& 这样#把本学科

有待培养与发展的核心素养一一分解出来#一条

一条由浅入深清晰地落实在双向细目表中#能帮

助我们了解本学科重点发展的核心素养在教科书

中的落实情况&

*)*5 整合多学科合力%统整设计教科书内容是

核心

统整设计教科书内容#是指教科书内容设计

必须要跳出单学科思维#突破传统教科书过于强

调学科知识逻辑的束缚#强调教科书内容的不完

全性#为学生思考-探究和自由发挥提供广阔的学

习空间& 统整设计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学科之间

的知识逻辑统整& 学科知识以统整的方式综合起

来编写#有利于打破学科间知识的壁垒#加强学科

之间的联系& 比如语文-历史-政治甚至音乐-艺

术等#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但在关注学科知识

的教科书中却存在将文学-历史和哲学生硬分开

的倾向#导致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条块分割& 语

文当中有历史#有艺术#有政治#历史当中有政治#

也有艺术#彼此之间是交互融合的网状结构& 如

果把这些学科综合化编写#以跨学科-跨领域的主

题形式呈现在教科书中#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底

蕴-人文情怀无疑更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还能培

育学生对开放性问题的研究能力& 二是学科内部

的知识逻辑统整& 在教科书中设计一些学科内部

的综合型主题#让学生围绕这些主题#在不同情境

中以集体-小组或个人形式开展思考#辩论-实践

操作#并对解决主题需要的学科知识进行重组#这

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动手能力大有好处& 比

如在历史教科书中#可以以某一问题为核心#如中

日交往史-中国战争史等#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现代史与世界史的相关内容融合起来#既能帮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综合型知识#又能逐

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同时#历史当

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底蕴-家国情怀等都在其

中可以自然生成&

*)35 丰满与活化知识%开放性设计学习活动是

重点

教科书知识的丰满与活化#是指教科书内容

设计要突破传统上向学生呈现特定学科知识结论

的局限#在情境性-探究性-生活化的学习活动中

向学生揭示知识的生发过程& 知识的丰满化#是

针对知识的扁平化而言& 教科书内容设计要把呈

现知识的生发过程向学生进行详细的揭示和说

明#把科学家发现科学知识-总结规律的艰辛过程

进行详实的呈现#让学生对知识的来龙去脉-彼此

之间的关系有清楚而理性的认识#从而培养和发

展他们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品

性& 如关注学科知识的教科书内容设计#要用发

展性-迁移性的知识替代繁-难-偏-旧和实用性差

的知识#在编排上可以采用直线式-螺旋式-范例

式& 关注素养发展的教科书内容设计#要从学生

素养培养出发#让同一核心素养在学科不同的内

容中不断出现#逐渐深化#逐步提升#在编排上可

以采用螺旋式为主& 即要'聚焦学科知识在核心

素养培养中的贡献#增加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过

程性内容容量和出现频度#确保精选的内容同时

具备最大的学科价值和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价

值(

)2*

& 知识的活化#是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学

习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获取知识的态度-情感-能

力-思维-创造力等不单靠记忆与背诵知识获得#

更要在活用知识中才能形成& 为此#教科书内容

必须弱化知识演绎逻辑#强化能力发展逻辑#关注

学习者学习活动过程的设计& 在设计教科书内容

2#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时#可以把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化-动态化-形象

化地编排在教科书中#并融合成有特定意义的问

题或主题#鼓励学生在开放的情境中自主地对问

题进行思考-质疑#体会知识的形成过程#体验学

习的快乐& 如在化学教科书中#可以设计一些探

究物质性质-氧气的制取方案-酸碱的反应规律等

具有趣味性的实验#促使学生在亲身体验过程中

获得化学知识-掌握方法&

教科书编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是

群体的创造品#要指定教科书作者并不是容易的

事#它是二度创造#是把别人创造的作品再加工成

新的产品)+*

& 教科书编写群体的专业化程度影

响着教科书编写的每一环节& 一本助力学生成长

的教科书#既要为学生的学习活动而设计#又要围

绕教师的教学活动-教育光碟-插图-录像带-电子

教科书-网络教科书等大量教学资源去设计#还应

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可供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

同学生来选择#只有实现每一环节的优化#才能编

写出高水平的教科书& 新的时代对我国人才培养

质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向现行教科书质量提出

了新的挑战#与时俱进#彰显教科书的育人价值#

培植学生自主发展的愿景和能力#保持他们持续

发展的意趣#为所有学生奠定做人-做事及终生发

展的基础#是提升教科书质量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 弗朗索瓦4玛丽0热拉尔"易克萨维耶0罗日叶)为了

学习的教科书(编写#使用#评估%?&)汪凌"周振平"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余文森)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

%*& 安德烈0焦耳当)学习的本质%?&)杭零"译)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3& 西安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准确把

握坚定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意义% &̀)西安日报"#$!1

4

!#

4

$"*$$2+)

%"&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

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

较交易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

%2&姜宇"辛涛"刘霞"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

途径与策略%Y&)中国教育学刊"#$!1*1+(#%

4

*#)

%+& 石鸥"张文)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呼唤基于核心素养的

教科书%Y&)课程)教材)教法"#$!1*%+(!3

4

!%)

%%& 石鸥)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

思考%Y&)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

4

%)

2)3+',-$('5?3(+,-$(; '()H%-,-(98,%',#9-#; $.

!#I,@$$G; -(,"#7#>2%'

ABDBOE

"@.L''M'N=&O.EQ('/# BO/E/ D/(TRUS(QJ'N@.(R/.RE/& VR.L/'M'FJ# W(E/FQE/ 3!!#$!# ;L(/E%

0:7'3".'! VRZQK''0SEURQLRPE(/ .EUU(RUS'N.OUU(.OMOP(P[MRPR/QEQ('/# QLRKES(S'NS.L''MQRE.L(/F#

E/& QLRKES(.S'OU.R'N0/'\MR&FRN'USQO&R/QSbM(NRM'/F&RTRM'[PR/Q)>'UEM'/FQ(PR# QRZQK''0SQLEQN'MM'\QLR

M'F(.'NSOK-R.Q0/'\MR&FRLETR(/.URES(/FMJL(FLM(FLQR& QLR&(MRPPE'N'L(FLM(FLQ(/FQLR0/'\MR&FRMREU/(/F

E/& &(SURFEU&(/FQLR&RTRM'[PR/Q'NEK(M(QJ()H/ QLR/R\RUE'N&RTRM'[(/FSQO&R/QSb.'URM(QRUE.JE/& (P[MR]

PR/Q(/FQLRNO/&EPR/QEMQES0S'NP'UEM(QJR&O.EQ('/# QRZQK''0SSL'OM& NOMN(MMQLRP(SS('/ 'NR&O.EQ(/F[R'[MR(/

QLR/R\RUE# E/& QLOSQLRJEUR.EUU(RUSN'USQO&R/QSQ'RSQEKM(SL .OMQOUEMSRMN].'/N(&R/.R# Q'E.L(RTRQLR(U&RTRM]

'[PR/Q# E/& Q'.OMQ(TEQRQLRS'.(EMURS['/S(K(M(QJ)VLR/R\QRZQK''0SSL'OM& SL(NQQLR[RUS[R.Q(TR'N\U(Q(/F

NU'PN'.OS(/F'/ QLRSOK-R.Q0/'\MR&FRM'F(.Q'QLR'TRUEMM̂ OEM(QJ&RTRM'[PR/Q'NQLR\L'MR[R'[MR)7P'/F

QLRP# QLR0RJ(SQ'.LE/FRQLR\U(Q(/F.'/.R[Q# QLR[URP(SR(SQ'.MEU(NJQLRMRTRM'N&RTRM'[PR/Q'N.'URM(QRUE]

.J# QLR.'UR(SQ'O/(NJQLR.'/QR/Q'N&RS(F/ QRZQK''0S# E/& QLRN'.OS(S'/ '[R/ &RS(F/ MREU/(/FE.Q(T(Q(RS)

;)< =/3+7! QRZQK''0S$ SQO&R/Q&RTRM'[PR/Q$ .'URM(QRUE.J$ QRZQK''0 \U(Q(/F

"责任校对5王小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