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初中三学科
统编新教材启用

新学期即将开始，记者从教育
部获悉，今年秋季开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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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起始年
级使用，三年内覆盖义务教育阶段
所有年级。

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理念、素
材选择、编排方式等，均以此为依据
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体现了育人为
本、素养导向。新修订的统编教材
体现了几大变化：

一是全面系统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
教材修订坚持一体化设计，结合各
学科特点，细化具体安排。

二是突出文化育人功能，进一
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

例如：语文教材，从《诗经》、诸
子散文、汉魏古诗，到唐诗、宋词、元
曲、明清小说等均有涉及，另外也有
反映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全套教材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文共 353
篇。语文教材还增加了红色经典篇
目，新选入了《井冈翠竹》等课文。

此外，语文教材增选了体现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篇目，比如，反映
黄文秀事迹的《青春之光》，反映新
时代航天员、戍边英雄、科学家、教
育家、一线劳动者事迹和精神的篇
目，全套教材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选文共计54篇。

三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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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教材。

例如：历史教材新增中印边境
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等内容，让学生深入领会国家安全
是头等大事、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的道理。

此外，教材还通过增选篇目、设
置专题等方式，加强劳动教育、国防
教育、科学家精神教育、生命安全与
健康教育等。

此次修订工作还特别注意将社
会关注热点问题统筹考虑。具体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减教材整体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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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延长拼音学习时间。
将一个“阅读单元”调整为“拼音单

元”，“拼音单元”数量由原来的2个增加
到3个；将难度较大的拼音课“i u ü
y w”拆分为“i u ü”和“y w”2课。

通过调整，拼音教学时间比原
来增加 1—2 周，减缓起始阶段的学
习坡度，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拼
音学习内容。

三是优化识字写字编排。
科学安排识字写字序列，遵循

由易到难、由简入繁的原则，优先学
习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
的汉字，例如，先教授字形简单的独
体字“口、十”，再教授相对复杂的合
体字“叶”，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汉字
基础知识，提升识字能力。

另据了解，这次义务教育统编教
材的修订历时两年多时间，并经过550
多所学校10万多名学生的试教试用，
最终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4年秋季学期首先在全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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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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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班”与“走班”

“信息差”

选科“自由”

今年8月，准高二学生夏可面临“选科”抉择。在此前一个学期，她选择的是“历史+政治+地理”
的“纯文”组合。然而，她听说今年某高考大省一601分的文科生滑档，还有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便在
学校再次统计意向时，动起了“转科”的心思。

夏可的纠结并非个案，她背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自2014年起，高考综合改革（即“新高考”）在各省份分批实施，最后一批省份将在明年6月进行

第一次新高考。而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开的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有
2803.63万人。相比传统文理分科，新高考选科自由度更高，学生们的考虑、选择也更为复杂。

2021年12月，在广西某县高中，张

浩刚结束高一上学期的学习，在期末考

试后，他听到班主任通知：新高考来了，

要准备“选科”了。

此前，张浩只听说过高中有文理分

科，至于“选科”是啥、有啥可选，他完全没

有概念。其实，所谓“选科”，就是在新高

考实施地区，学生要在“语数英”之外，自

行选择高考科目。

目前，除了前两批6个省市采取“3+

3”模式外，其余地区均为“3+1+2”模式，

即先从“物理”或“历史”中选一科，再在余

下的生物、化学、地理、政治中任选两科。

理论上，“3+3”模式有20种组合，“3+1+

2”有12种。

根据教育部规定，学校禁止强制、代

替学生确定选考科目。因此，学生可以在

至少12种组合中自由选择。但现实中，

有些学校并不放开选项，只提供八种，乃

至四种、两种组合。

比如，张浩在被班主任简单“科普”

后，本想选“历史+化学+生物”组合，但由

于学校没有开班，他想选也选不了。因

此，当学校第一次下发问卷调查时，他“随

大流”选了“物理+化学+生物”的“纯理”

组合，“打勾就完事了”。

之后一个月，学校只给学生一次换

科机会。如果想转科，学生要交申请表，

经家长签字、“班主任—年级组—学校”审

核等流程，校方也会按已有成绩“卡”人，

“（原学科）成绩差，就不会让你去转其他

科”。

选的时候没感觉，张浩上了高二才

发现，化学的学习难度骤增，但学校也不

让换了。“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学什么、能学

什么，很没有头绪。”

根据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普

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

引（通用版）》，今年高校在新高考地区

招生时，普遍要求理工类专业学生要同

时选考物理、化学，即“物化捆绑”。

但当时，很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浩介绍，他直到填报高考志愿时

才明白“物化捆绑”的意义。同级生中，

有人因只选考了物理，很多热门专业，

比如电子、机械、通信等，连填报资格都

没有，“当时老师也不知道，我们这一届

学生也很震撼。”

同样震撼他的还有“赋分制”。由

于学生们选科不同，高考选考科目的实

际得分，并不按卷面答题给分，而是按

排名给分。

比如，张浩平时地理卷面分约 55

分，在与周边多校联考时，他的排名属

于“中上游”，因此能被赋分到 82 分。

可如果放到全省竞争，他的排名只处于

“中游”，高考赋分后仅 66 分，“比平时

差多了”。

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在备考时并

没有意识到，赋分制会导致平时分“虚

高”，也没人告诉他。

可这些信息，和他同台竞争的韦美

腊一开学就知道。韦美腊所在的高中

位于广西百色，学校先后开设“生涯规

划课”、每周的外省教师宣讲、每月的线

上讲座等。经过一年的了解，她坚定地

选择了专业面更广的“物理+化学+政

治”组合。

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学生，辽宁某重

点高中化学教师邓海明显感觉，“工作

量变大了”。2018 年，他负责带第一批

新高考学生，其中有“历史班”“物理

班”，各班学习进度、思维方式都不同，

他要写的教案也多了两三倍，“不可以

用同一套教案去教两个班级”。

每年的学生选择不同，班型和师资

匹配，也是个问题。

邓海发现，由于近年选“物化”的学

生越来越多，学校 3 名历史老师只教 2

个班，而自己要1人教两三个班；而北京

某高中历史组教师沈佳却发现，由于本

校今年选历史的学生从往届2个班暴增

至 5 个班，学校不得不临时从初中抽调

老师。

“走班”也给教学管理带来挑战。

深圳某高中班主任于守介绍，在她带的

2021 级“历生政”班中，有两名不同选

科的“拼班”学生，每逢化学课就要搬桌

椅去其他教室“走班”。

有一天，她路过“走班”教室时发

现，这 2 名学生并没有去上课。后来得

知，这两名学生“拼班”进入的是一个尖

子班，学习跟不上进度，加上平时上课

坐在角落，收发作业也常常被遗忘，“她

们说，‘不如自习’，这‘走’了跟没‘走’

一样”。

人少会被忽视，人多也麻烦。比

如，于守所在年级，有来自两个班的 64

个学生，不得不挤在只可容纳 40 人的

教室，“拼班”上政治课。

珠海某重点高中班主任蔡林一介

绍，如果一个班拼了 4 种组合，老师光

是每天收作业，就要找 4 个课代表；如

果学校比较大，学生晚自习时，还得横

跨年级走廊找老师提问，“答疑 2 分钟，

跑步5分钟”。

面对新模式，学校和老师都在适

应。比如有的学校把“拼班”放在走廊

中间，统一“走班”的上课时间等；有的

老师按新高考标准，每年调整教案、更

新学科前沿知识。正如于守说：“新高

考一直要探索，每年感觉不一样，怎么

教、怎么学，没有大家都认可的答案。”

一道让上千万高中生一道让上千万高中生
纠结的纠结的““多选题多选题””

回归
经过几年磨合期，多地受访师生发

现，新高考选科正在往传统文理分科

“回归”。

邓海介绍，在2021届的12个班中，

“纯理”“纯文”的传统组合占一半，而到

2024届，“纯理”班又多了2个。蔡林一

也指出，选“偏门”组合的学生越来越

少，从七百余人降到四百余人，“大家都

知道什么是有利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从专业填

报，还是从学习效果、高考排名看，传统

组合都更有“竞争力”。

于守指出，传统文科组合的政治、

地理、历史，都是相互促进的，文科生学

起来更容易。如果“物理”考生贸然选

“地理”，本身考不过文科生，高考赋分

又和高分文科生竞争，“会拉开两层的

差距”。而且，冷门组合的教学质量也

难以保证，“走班的成绩就是没有固定

（班级）的高”。

不过，也有不少“偏才”从中受益。

深圳某高中历史教师龙章介绍，前年有

学生执意选“历史+化学”的冷门组合，

在今年高考中考取了本校文科第一。

部分受访教师还发现，很多高中生

“选科”往往是“心情大过天”，“成绩不

好才学历史”“我想和闺蜜同班”等“奇

葩”理由屡见不鲜。

深圳高中教师王绯介绍，她所在的

班上，曾有 7 个男生以“女生多，上体育

课尴尬”为由提出换班；有学生一个月

转了3次科，只因和同学闹矛盾。

在王绯看来，选科过度“自由”未必

是好事，“只有自我认知清晰、自我掌控

力强的人，才能为更多的选择买单”。

此时，同样的选择再次出现在夏可

面前，她决定“搏一搏”，转向“物理+化

学+政治”组合，“用两年时间赶别人三

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夏可、张

浩、汪嘉、沈佳、邓海、于守、龙章、王绯、

蔡林一均为化名） （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小学
初中三学科统编新教材启用！有这
些变化》）（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一道让上千万高中生纠结的“多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