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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事关学生知识结构打造与“三观”建设，事关国家意志的贯彻与落实及中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学校课程的物质载体，教科书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建立政治文化秩序、树立共同价值

观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教科书编写工作从继承解放区传统起步，经历了从全面学习苏联到逐渐中国化、

本土化的转变，在教科书编写框架、编写流程、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向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不断努力。未来中小学教科

书编写要在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框架下，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理念，在突出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回归育人导向，

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学习需要，在体现时代要求的同时展现民族特色，高度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更好发挥其在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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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教科
书编写发展的新阶段。对新生政权而言，教科书

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

建和品格的培育，还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教育人口的大量增加和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都会体

现在教科书编写之中，教科书编写的多样化发展

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恰当回应，也是应对

未来竞争的必然举措。

１　新中国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历程
教育变革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５年、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７年至今三个大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被各科教科书那或素淡或浓烈的书影

所映照［１］。新中国教科书编写既传承了抗日根

据地的传统，又借鉴了苏联的结构体系，但是，随

着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内政治的变化，教科书

编写逐渐中国化、本土化，走上自主探索的道路。

１．１　以解放区教科书为蓝本的修订工作
在人力、物力、财力均极为薄弱的情况下，新

中国初期的教科书基本以解放区课本为底本，稍

作修订即出版使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３０日，
新成立的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在总结报告中

指出，全国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

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

民主主义教育”，“老区教育，现在以巩固与提高

为主，解决师资、教材问题”，“加强教科书编审工

作的具体计划”［２］。教科书编写成为新中国教育

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学科开始探索教科书编写的

新内容与新方法。

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编写语文教科书时，

为体现与旧政权的区别，将“国语”和“国文”合称

为“语文”。叶圣陶先生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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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文，故合称为“语文”。学科名称变化的同

时，教科书内容、体例编写也发生了实质性变革，

如要求课文选文注重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

统一，删除所有宣传旧思想、旧政权的文章，代之

以歌颂和宣传新思想、新政权的作品。１９５０年，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详细规定了教材编

写的要点，如：语文应是语体文；语文教材以阅读

为中心；一、二、三年级语文要兼具常识课的功能，

要与其他科目相照应；等等。同时，规定了语文课

本编写的整体注意事项及写话教材、写字教材的

注意事项。

１．２　教科书编写全面学习苏联时期
与苏联关系密切时期，教育领域也在向苏联

全面学习［３］。１９５０年，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中国
翻译出版，其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课堂教学的五环节结构，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掌握，成为中国后面几十年教育的基本依据。

改课程标准为教学大纲、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

科、直接使用苏联编译而来的教科书等具体做法，

深刻影响了教科书的编写思想和编写方式。这一

时期的教科书编写表现出以下方面的特点。

一是大量选用苏联的作品，主要包括苏联文

学作品和歌颂苏联领袖的文章。当时的语文教科

书选用了《列宁和炉匠》《列宁在学校里》《见列宁

去》《列宁的半身铜像》《论列宁》以及大量苏联现

实主义和革命文学作品，歌颂苏联的伟大成就和

苏联革命领袖的伟大形象。

二是直接采用苏联教科书。这类教科书集中

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科目，以东北人民

政府编译的教科书为例，其出版声明写道：“这一

套中学自然科学教科书，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

何、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人体解剖生理学等，是

根据苏联十年制中学的教科书翻译的。为了适合

我国的情况，在校阅时作了必要的修改，所以说是

编译。”在后来的教科书自编过程中，苏联教科书

的分科方式，如数学分为算术（小学）、代数与平

面几何（中学），语文分为语言与文学，生物分为

动物、植物与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教科书强调意

识形态要求、以系统的知识组织教材内容、突出智

能训练等做法，都被广泛采用，对２０世纪后期中
国的教科书编写影响深远。

三是用苏联教育学理论指导教科书编写工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教育制度到教

育思想全方位学习苏联，形成以知识能力为核心

的小学、初中、高中螺旋式上升编写模式。例如，

物理的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等核心知识，各个学

段都有涉及，但学段越高，学习的知识越深入、越

全面。教材突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吸纳生

产生活中的常用知识，并要求教学与学生经验相

结合。

此外，这一时期还建立了教科书统一编写、统

一发行等方面的制度，教科书排版改竖排为横排，

使用简化汉字。

１．３　教科书编写极度失序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在

学习苏联、借鉴传统教科书编写经验的基础上，根

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全国教育从“全面学习苏

联”逐步转为学习苏联与总结自身经验相结合，

各学科教科书根据教学目的探索合适的编排体

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
先前建立的教科书体系完全被破坏，教科书编写

者因各种原因受到打击，编写活动也进入极度失

序状态。

教科书编写失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

政治挂帅成为指导思想，几乎所有教学内容都与

政治话语挂钩，即便是物理课程也不例外。二是

教科书内容被极度简化，学习时间被政治宣传、生

产劳动等占用，学习年限被缩短（如中学改为 ４
年），课时大量减少。三是偏重教科书内容与现

实生产需求的直接对应，以及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教科书编写的无序状态直接影响一代人的成

长，这深刻说明，教科书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基

石，必须遵照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编写。

１．４　教科书编写的恢复与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逐渐进入恢复期。在此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

写了第五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对恢

复教学秩序、促进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时间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其在内容方面

存在一些不足。

在统一教材的基础上，教育部开始探索教科

书多样化发展的举措，如尝试编写适用不同区域

和学制的教科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

颁布，国家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国定

教科书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教科书审定制，教课

书编写工作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中小学教科书步

入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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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主要经验
与成效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经历了一个长期

的、不断推进的过程。教科书审定制的推行，推动

了教科书编写工作在合理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促使作者们更新了编写理念，有力提高

了编写质量。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在借鉴国外教科

书编写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构建中国特

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２．１　教科书编写框架的多样化
１９７８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

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据此编写的第五套全国

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推动课程教学走向正常

化。教科书“一纲多本”的编用体制开始形成，以

教学大纲为依据，探索出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内容

选择、组织和训练体系。在保障知识系统、导读系

统、练习系统等教科书基本要素完备的情况下，及

时吸纳最新学科知识，设计符合学生学习特点的

具体活动。特别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

来，主张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三维目标作为各科课程目标的基本维度，

重视学习的过程体验与方法掌握，重视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养成。各科教科书都在尽量体现学科

特点的同时，围绕学生学习需要展开，获得了大量

由教材向学材转换的有益经验。２０１６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

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２０１７年 ７
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

员会，意味着三科教材“一纲多本”时代的结束。

当年，教育部启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

教材统编工作。

２．２　不断完善与优化教科书编写流程
教科书编写要遵循制度的规定，也要合乎实

践经验范式的规范。不同出版社、不同科目在编

写流程上稍有区别，整体上来说都有严格的流程。

“中小学教科书强调政策导向性、经典性、规范性

和可操作性，其编写和审查有着固定而严格的程

序，对参与工作的人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４］语

文教科书编写的流程是：先大纲、课标，后教科书；

先方案，后选文；先选文，后练习；先主件，后附件。

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在内容上与语文科目有所差

别，但其编写时依据课程文件要求确定编写整体

理念，依据编写理念选择知识内容和安排具体活

动的编写思路是相通的。此外，教科书编写和使

用过程中，都会设计广泛吸取中小学一线教师意

见的环节，为教科书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要求提

供保障。

２．３　较好地处理了教科书编写工作中的各种
关系

教科书编写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介绍或资料

汇集，它既涉及人类文化成果的传递，又包括对既

有文化的创新传承，需处理好基础性与发展性、思

想政治性与学科专业性、学科逻辑性与习得差异性

等多重关系。经过改革开放后４０余年的探索，教
科书编写的科学化、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教科书

与政治、社会、经验、师生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教

科书编写越来越关注教材的可教可学，越来越凸显

教材内容的文化意识，越来越注意教材的深广维

度，越来越强调教材的编研合一，越来越重视教材

的中国特色，越来越取向教材的深度综合，越来越

需要教材的形态平衡，越来越发挥教材的国家作

用［５］。教科书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为目标，以学

生活动的有效性和学习效果的最大化为取向，将国

家意识形态要求和文化传承融入学科内容，及时总

结经验，推动教科书编写质量稳步提升。

２．４　培养了一大批高素养的教科书编写人才
作为新中国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主阵地，人民

教育出版社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长期

的教科书编写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高素养的教科

书编写人才。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

材·教法》《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中小学教

材教学》《中小学数字化教学》等刊物，成为国内

教科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阵地，为教科书编写人

员提供了重要的专业平台。１９８３年，经教育部批
准，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与人民

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对推动教科书编写实务与

研究相结合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国内重要出版单位也

积极支持教科书编写工作，为教科书编写人员的

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批国内学科研究顶尖学

者担任主编，保障了教科书的学术水准。一批国

内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参与教科书编写，保障了

教科书与教学实践需要的深度融合。由此，整体

上形成了高级专家、专业编辑和一线优秀教师三

类编写人才结合、专业和业余互补、教育与学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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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教科书编写队伍。

３　教科书编写的未来展望
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题中

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可

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体现了社会主义教科

书的“强精神塑造性”，充分发挥了其在人才培养

中的基础作用［６］。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教科书编写的发

展方向。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研究指出，迈向中国特

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关键是教材建设，教材建设

的核心在于教材质量，而教材质量是否全面提升

的衡量标尺是思想性是否充分彰显、科学性是否

显著增强、民族性是否普遍鲜明、时代性是否深刻

体现和系统性是否全面协调，这既是迈向教材强

国的实践逻辑，也是教科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

志［７］。教科书所属科目不同，涉及的内容也不

同。国内教科书与国外同类教科书比较，侧重点

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教科书编写在思想、技术、

流程等方面都有很多共同点［８］。中国特色高质

量教材体系还意味着教科书编写自主创新能力的

大幅增强，由借鉴学习先进经验走向传输经验，进

而在国际教科书舞台占据领先地位。

３．１　教科书编写应在突出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回
归育人导向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是从知识能

力素养方面提出的要求，接班人突出的是社会主

义思想素质，两者不可偏废［９］。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培养有相通相融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式方法。

教科书编写选择的内容既不能一味与西方接轨，

又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方向自话自说。

教科书编写既要突出基础性，又要培养学生的个

性，给学生作出正确导引的同时为其预留发展空

间［１０］。要协调处理好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

可能之间的关系，既要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声音、

传递中国思想，又要考虑中西文化与文明交流的

共同话题和方式方法，切实形成与他国教科书强

国对话的基础。

３．２　教科书编写应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突
出学习需要

科学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本

身无价值取向，但科学应用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

影响。教科书编写要选择未来科学发展和社会生

活中具有奠基性质的内容，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是教科书体现科学规律的基本指针，“科学教

育的目的，不是教条式地假定科学在认识论上的

权威地位，而是建立和维护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并

且利用这种权威传递信息，促进态度和改变行

为”［１１］。学生对科学的认知及其在这种认知基础

上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一定是建立在自身理解

图式基础之上的，并需要真实的而非理想化的科

学实践。教科书要引导学生在科学知识学习的过

程中关注实践，并尽可能多地参与实践，在创新性

人才培养上开辟出中国道路，从而体现出教科书

的独特价值。

３．３　教科书编写应在体现时代要求的同时展示
民族特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经济、科技、贸易的

交流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升，

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及

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危机等方面都突显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１２］。教科书编

写应根据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融入生态环境教

育、科学伦理教育、卫生防疫教育等内容，为不同

类型国家应对相关问题提供示范；同时，也要根据

中华民族自身文化和认知特点，在传承民族文化、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不断创新。

３．４　教科书编写应高度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

随着大数据运用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研究与

应用如火如荼，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逐步进入日

常生活，以及量子理论等科学研究的不断突破，科

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等，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教育的方

式［１３］。特别是在线教育的日益广泛应用，为教育

教学积累了海量经验，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经

验和问题为改变和优化传统教育提供了新的视

角。当在线教育模式更多融入线下课程、课堂与

教学时，新的混合教育需要超越技术的视角，重构

制度中的规训与监控机制，以更专业的课程与教

学设计给学生和学习赋权，未来中小学线上线下

融合的混合教学新常态需要关注数字资源、流程

再造和组织管理三个核心要素。同时，学校与校

外机构都将走向线上与线下融合，两者在建设和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１４］。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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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课程资源的核心要素，教科书如何为新的教

学设计提供更好的思路，如何在数字资源开发中

取得突破性成绩，如何为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提供

更好的平台，这都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是教科

书回应技术进步、利用先进技术更好发挥其在教

育改革中关键作用的基本需要，也是实现中小学

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１］石鸥．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语文［Ｍ］．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序１．

［２］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Ｍ］．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０１－３０２．

［３］毛泽东选集：第 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４８１．

［４］刘真福．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流程———以语文教科书为
例［Ｊ］．出版科学，２００７（２）：２４－２６．

［５］刘启迪．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编写的反思与展望
［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８（８）：１５－２０．

［６］靳晓燕．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Ｎ］．光明日

报，２０２４－０３－２６（１３）．
［７］余宏亮．建设教材强国：时代使命、主要标志与基本路

径［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０（３）：９５－１０３．
［８］刘复兴，曹宇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

系［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２（Ｚ３）：２４－２６．
［９］谭方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根本遵

循、核心向度与实践理路［Ｊ］．中国编辑，２０２３（６）：
４－１０．

［１０］向佐军．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路径［Ｊ］．福
建教育，２０２４（２０）：１．

［１１］朱晶．科学教育中的知识、方法与信念———基于科学
哲学的考察［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０（７）：１０６－１１６．

［１２］宋佳欣，董筱婷．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为
教育强国打牢基础———访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立新

［Ｊ］．人民教育，２０２４（５）：２６－２９．
［１３］夏歆怡．教科书的内涵解析与未来发展［Ｊ］．教育科

学论坛，２０２３（３２）：３－７．
［１４］崔允誋，余文森，郭元祥，等．在线教学的探索与反思

（笔谈）［Ｊ］．教育科学，２０２０（３）：１－２４．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ＡＮＧＹａｏ１，ＬＩＸｕｅ２，ＧＥＬｉｐｉｎｇ１

（１．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ｒｒｉｅｒ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ｐｌａｙ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ｗ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ｆｕｌｌ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ｔｏ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ｔｙ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ｄｉ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ｗｈｉｌｅｓｈｏｗｃａｓ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ａｙ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ｏａｓｔｏｐｌａｙａｍｏ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ｅｄｉｔ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责任校对　张伟平）

６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