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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教我的那些事儿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孩

子多是懵懂的，是被成年人教育

引导的对象。有些时候，孩子反

而 会 令 成 年 人 更 加 深 刻 地 理 解

某些道理，唤起成年人的自我反

思，甚至引发丰富的人生感悟。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陪伴孩子成

长的过程中，成年人又何尝不会

从孩子身上学到些什么呢？本期

话 题 就 来 分 享 几 位 读 者 为 我 们

讲述的“孩子教我的那些事儿”。

（第8版）

本期导读

广东佛山：狮扎技艺进校园
传承非遗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铁军小

学 参 加 全 国 第 六 届 中 小 学 生 艺

术现场展演，代表广东捧回全国

一等奖的展品中，有一个以狮头

为原型 3D 打印出来的文创作品

“狮头信箱”。一个狮头有 1300 多

个扎点，扎作需要经年的时间，

有需要坚守的传统标准，铁军小

学 是 如 何 让 小 学 生 们 学 习 并 热

爱上这门艰深的技艺的呢？铁军

小 学 校 长 张 丽 琴 用 了 两 个 字 回

答：“坚守”。 （第5版）

“读书不如当‘网红’”
是个伪命题

与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

这种烦恼所不同的是，今天的 95

后、00 后们，似乎还面临着一个新

的问题：“是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

择当‘网红’？”近年来，随着网络时

代的迅速发展，“网红现象”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人们的热

烈讨论。 （第4版）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怎

样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

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学循序

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

论课非常必要。目前，各地各校积极

行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推动思政建设内涵式发

展，将德育浸润在校园生活的各个

方面、延伸到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

努力为学生成长打好底色。

江苏省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内，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一首师生

同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成为校园

最亮丽的风景；湖北省武汉市青山

区钢城第二小学开展“雾里看霾”监

测活动，学生们手持激光粉尘仪，定

时定点监测记录学校室内外PM2.5、

PM10 数据，观测粉尘数值变化走

向，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如今，

像这样形式新颖的德育教育课程，

在全国各地不胜枚举。

完善体系
各学段分工明确又相互衔接

前不久，一场名为“宪法与美好

生活”的大中小学政治课程一体化

建设探索交流会在上海举行。大学、

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政治课教师，分

别聚焦教学、立足讲台、切磋技艺。

上海久隆模范中学老师张世敏，

以“校门口的马路”为起点，引导学生

认识“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

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

利”；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叶慧娟则通过提出“我们的权利

从哪里来”，引入对权利正当性的辩

论……一堂堂教学公开课令人印象

深刻。“不同年龄段的教学方式和内

容应是不同的，适合学生的才是最好

的。目前上海进行的大中小幼德育一

体化工作，就是要让各学段在德育上

各有分工又相互衔接。”上海市杨浦

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表示。

中小学推进德育一体化建设，

头绪纷繁复杂，从哪里下手最好？

“突破口就在完善德育制度体系，提

纲挈领做好顶层设计。”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负责人表示。

2017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

育工作指南》，中小学德育工作有了

新抓手。在此基础上，各地德育一体

化工作实施方案稳步推进：北京研

究制定《北京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三维度四学段目标体系》，按照学

生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在 4 个学

段，从 3 个维度分别提出具体的育

人目标和任务；山东组织专家和学

科骨干教师，编制完成了囊括小学、

初中、高中 17 个学科，包括德育课

程、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践活动德

育、学科德育四大类的《山东省中小

学生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指导纲

要》；浙江省组织编写《中小学德育

课程教学指导意见》和 29门学科的

《中小学学科德育指导纲要》。

编好教材
发挥出课程德育的最大效益

2017 年秋季开学，全国所有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起始年级的孩

子，都拿到了“语文”“历史”“道德与

法治”3个科目的教育部统编教材。

翻开语文课本，“天、地、人、你、我、

他”“金、木、水、火、土”等几个大字

印在正中，字的上面没有拼音。而以

往先学的拼音，被挪到了后面。为什

么这样安排？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

究所所长温儒敏解释：“就是要帮助

孩子们建立起对汉字的原初感觉，

明确拼音只是学汉字的辅助工具。”

教材中的每处调整，都有讲究：

新编历史教材注重史论结合，既促

进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增强

爱国主义情感，又注重培养学生的

唯物史观；新编道德与法治教材更

关注知行合一，考虑德育的实效性，

在教材中对教师有一个新的定位，

即学习活动和学习过程的设计、组

织、参与、引导者。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科统编教材坚持德育为先、以

德塑魂，突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教育，全面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努力把好教材与课程的政

治关、思想关和质量关，让广大青少

年从小就打好中国底色。

编好教材，方能为教学提供遵

循。2017—2018 年，教育部在东中

西部14个省份回访调研，了解义务

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使用情况，

92%的教师对教材表示满意、82%

的学生喜欢新教材。按照计划，到

2019 年时，“部编本”教材将覆盖义

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结束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各科教材实行了 30 年

的“一纲多本”政策。此外，高中各学

科教材编写修订工作也已启动。

创新方式
丰富和拓展校内外教育载体

“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

正融入学生学习生活，成为学生成

长成才的内在需求，就要进一步拓

展教育载体、丰富育人手段、创新方

式方法。”中小学教师们一致认为。

去年 5月，一场名为“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的主题班会活动在全国

中小学展开。学生们诵读英雄的革

命家书，收集自己家族中不同年代

的家书、老物件，崇尚英雄、精忠报

国的浓厚氛围在校园里形成。此外，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全国中

小学生电影周”等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最美孝心少年”等电视节目，也

吸引着全国中小学生的目光。

同时，校外教育空间不断拓展。

目前全国共有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582个、营地40个，基本形成了以营

地为枢纽、以基地为站点的研学实

践教育资源体系，涵盖各类农业基

地、科研院所、知名企业、重大工程

基地等，为各地结合研学旅行、团日

队日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

劳动实践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一些中小学德育工作优

秀案例和典型经验脱颖而出：北京市

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开展“悦行志

愿”行动，倡导人人参加一个志愿服

务岗位、掌握一项志愿服务技能，引

导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行动

中感悟志愿精神；江西省婺源县詹天

佑小学以行促知，利用当地历史遗

迹、红色教育基地等，开展加强青少

年思想品德的活动……

各种举措取得良好效果。2018

年发布的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

监测报告》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人生价值取向积极，国家认同

感高，主流爱党爱国爱人民，具有良

好的行为规范。 （据《人民日报》）

体验垦荒、收集家书、监测雾霾……
思政课有料又有趣

靳晓燕

小学生质疑“羿射九日”是一面镜子
付 彪

知错能改是对孩子质疑精神的最好呵护
何 勇

新观察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麻车小

学五谷画社团的学生们在美术老

师的指导下，将红豆、绿豆、黄豆、

大米、黑米等不同颜色、不同种类

的五谷，通过粘、贴、拼、雕等手

段，制作成一幅幅形象逼真、栩栩

如生的精美五谷画作品。据了解，

自 2018 年 9 月以来，该校把五谷

画这一民间艺术引入课堂，不仅

让学生们知晓五谷杂粮、农事知

识，也让他们在制作中锻炼动手

能力和审美趣味，增强爱惜粮食

的意识。 宁文武 摄

小冯的质疑引发不少家长和

网友的点赞；人教社在回应中，也

肯定了小冯的质疑，这是我们乐

见的。在一些人看来，教科书是经

过专家研究审核过的，即使心存

疑虑，往往也是放在心里，不敢明

确指出来。无疑，小冯是拥有质疑

精神的孩子，这在教育模式不断

变革的今天，具有鲜明导向意义。

据《山海经》《淮南子》等相关

文献记载，“羿射九日”这个神话故

事中并没有“蹚九十九条大河”一

说。教材中关于后羿“蹚河”的描

写，不过是编者“用夸张的手法展

示他的神力”。没想到这样的描写

却“用力过猛”，导致了自相矛盾。

相比用词不当的问题，逻辑

方面存在问题更会阻碍孩子想象

力的发挥。小学教材中的文章，无

论是古诗词还是神话故事，都将

对孩子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后羿

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等神话故事充满了神奇的想

象，会有很多夸张的描述。不仅要

注重文字的优美准确，也须保证

逻辑的严密无错。“符合逻辑”则

是对教材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

早在2010年，某民间教育研究

团体发表了有关小学语文教材的

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存在经典的缺

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

和事实的缺失等问题。其中，事实

的缺失即是损害真实、裁剪真实。

如《羿射九日》中前面说“江河里的

水被蒸干了”，后面又接着出现“蹚

过九十九条大河”，就不是以真实

为基础的描写，很容易变成教育指

定观念和意识的灌输，也容易造成

教育对象逻辑的混乱。

教材的准确性、常识性、逻辑

性，兹事体大。从这个角度看，小

学生质疑“羿射九日”是一面镜

子，我们在鼓励孩子独立思考、有

质疑精神的同时，更应当对教材

编写保持足够的敬畏感，尤其是

要以尊重事实、符合逻辑为基础，

哪怕有一点失实之处，都要予以

纠正。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质疑是基本的科学精神。具有质

疑精神,才有独立

思 考 的 能 力 和 自

我 的 思 辨 意 识 。8

岁 小 学 生 质 疑 课

本内容出错,折射

出现在的小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

力,知识面也更宽了。更令人欣慰

和欣喜的是,老师、家长对小学生

的质疑行为,没有敷衍应对,更没

有批评孩子钻牛角尖,而是与孩

子一起探讨“蹚”字有没有用错,

并不断联系出版社反馈孩子的质

疑。而人民教育出版社既没有回

避,也没有找借口、当“杠精”,而

是认真研究后,最终承认“蹚”字

用得不恰当,并表示会对教材进

行适当修改。这种知错就改的态

度,是对小学生大胆质疑行为和

质疑精神最好的重视、鼓励和呵

护,回归到引导学生思考的科学

教育之路上来,值得点赞。

同时,这也提醒和警示出版机

构在编写教材时要更加小心、谨慎,

特别是编写语文课文,不能只考虑

文学性、艺术性和哲理,还要考虑到

科学性、逻辑性、历史常识等。

近日，福建省福

州市8岁的男孩小冯

因质疑语文课文《羿

射九日》出错上了热

搜。小冯提出，课文

中前一段刚提到“江

河 里 的 水 被 蒸 干

了”，下一段又提到

“他蹚过九十九条大

河，来到东海边”，

“既然晒干了，那后

羿是怎么蹚的？是不

是课文出错了？”

6 月 14 日下午，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

其 官 方 微 博 回 应

称 ，这 篇 课 文 是 参

考《神话故事新编》

等 书 籍 改 写 。联 系

上下文，“蹚”字的

确 用 得 不 恰 当 。教

材编写组正在认真

研 究 ，会 对 教 材 适

当 修 改 ，下 个 版 本

的教材这个问题就

解决了。

（据《北京青年报》）

教育部日前下

发《关于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回头看”活动的通

知》。通知指出，教

育部决定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回头看”活动，“回

头看”将重点摸排

培训机构是否存在

学科类培训内容未

备案、培训班名称

不规范、从事学科

类培训教师无教师

资格证等情况。

教 育 部 要 求 ，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对行政区域内校

外培训机构再次进

行全面摸排，省、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选取重点区域进行

摸排，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6 月

15 日前完成。在各

地“ 回 头 看 ”基 础

上，教育部将组织

调研组赴有关省、

区、市开展实地调

研，6月底前完成。

对于“回头看”的内容，教育部明

确，要看专项治理的总体效果。要求

系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深入分析研

判，重点看存在问题的机构是否完成

整改，还有哪些机构需要继续整改，

是否还存在安全隐患、超前超标培

训、培训结果与招生入学挂钩等突出

问题。

同时，要看培训机构规范经营情

况。重点摸排是否存在学科类培训内

容未备案、培训班名称不规范、从事

学科类培训教师无教师资格证、培训

内容和培训教师信息未公示、收费跨

度超过 3 个月、培训时间违规等情

况。另外，还要看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以及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

台使用情况。重点了解建立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年检年报制度、黑白名单

制度、舆情应对及应急处置机制等情

况，以及培训机构信息录入、黑白名

单公布、网上投诉处理情况。

（据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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