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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在小学和初中分别
编写了法治教育专册，内容以
宪法教育为核心，系统强化法
治教育。

小学法治专册主要包括四
部分内容：一是宪法的根本法
地位以及法律维护生活秩序的
作用；二是通过身份的获得、国
籍的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的
作用引导学生了解公民基本权
利和义务；三是介绍国家机构
的产生及职权、人大代表的职
责，引导学生认识权力受到制
约与监督；四是重点介绍未成

年人保护法，让学生掌握正确
维权的方法。

初中法治专册主要通过讲
授宪法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国家
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使学生树
立宪法至上的信念；通过详细
讲解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引导学生正确行使权利、积极
履行义务；通过介绍我国的国
家机构和国家基本制度，引导
学生树立制度自信，增强国家
认同；四是通过阐述自由平等
的真谛、公平正义的价值，引导
学生在生活中践行法治精神。

法治教育专册教材以宪法
精神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通过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
探究，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机构等
内容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
整体，更好体现宪法精神，即规
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保障公民
权利的实现。

法治教育专册教材从学生
生活出发，将宪法的规定与生
活中常见的社会事务结合起
来，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引导学

生对宪法地位和宪法精神的理
解和认同，从而真正从内心认
同法治，树立法治信仰，践行法
治精神。专册教材将知识、观
念与行为选择融为一体，注重
法律知识向日常实践的延伸，
强调法律知识的获得、公民素
养的养成和法律的应用融会贯
通，引导学生在掌握法定的权
利与义务等基本法律知识的基
础上，通过活动体验和参与，提
升正确判断、选择、行动的能
力。

（赵婀娜）

9月起全国中小学三科使用新教材
语文：降低汉语拼音难度 历史：讲述钓鱼岛历史渊源

昨天，教育部召开 2017年首场教
育金秋系列发布会：教育部统一组织新
编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
教材，将于 9月 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
根据三科教材统编统用、三年实现全覆
盖的要求，2017年秋季学期，全国所有
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
2018年覆盖小学初中一、二年级，2019
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新编三科教材

“新”在哪里？10个关键词带你了解。

【关键词】历时五年

根据中央要求，从2012年起，教育
部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语文、历史教材，历时五年完成了编审
工作，将于2017年9月开学在全国中小
学投入使用。

【关键词】把好三关

三科教材审查首次实行思想政治
审查、学科审查、专题审查和综合审查，
全面把好三科教材政治关、理念关和科
学关。专家工作委员会先后集中召开
了 24次审查会商会议，共计有 900多
人次参加审查工作。

【关键词】三年全覆盖

根据中央对三科教材统编统用、三
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2017 年秋季学
期，全国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
年级使用统编教材，2018年覆盖小学初
中一、二年级，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
统编教材。

【关键词】价值导向

经审查，专家一致认为，三科教材
价值导向正确，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系统融入、有机渗透，充分贯
彻中央精神，体现德育为先、立德树人
的理念。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按照“整体规划，有机融入”的原
则，专门研制了三科教材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体方案和实施图谱。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增
加，体裁多样。历史教材主要在中国古
代史部分体现。道德与法治教材介绍
了传统节日、民歌民谣、传统美德、民族
精神、古代辉煌科技成就等内容。

【关键词】革命传统教育

语文教材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
典篇目。历史教材专门有2册系统讲
述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领导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涉及老一
辈革命家40多位。道德与法治教材讲
述了革命领袖、英雄人物、革命事件、革
命故事等具有代表性的内容。

【关键词】法治教育

在小学和初中分别编写了法治教
育专册教材，集中讲授宪法，强化系统
性。其中，小学涉及30多部法律法规，
初中涉及50多部法律法规。

【关键词】外国作品

语文教材注重汲取人类优秀思想
文化精华，选取来自不同国家的名家名
篇。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选入的外国
作品约占总篇数的10%。

【关键词】教师培训

建立健全国家级、地市级、县级三
级培训体系，分层实施，3年完成三科
教师全员培训。

新语文教材总主编、北大
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介绍，语文
教材采取“语文素养”和“人文
精神”双线组元的方式编排。
以人文主题为线索，统筹安排，
有利于发挥语文学科进行思想
教育和情感教育的优势；将语文
素养作为另一条线索，精选典范
文本，安排必要知识，优化学习
策略，有利于促进学生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的发展。

语文教材一至六年级每册
6－8个单元，由课文、口语交
际、习作、语文园地等板块组

成。每单元3－4篇课文，语文
园地包括“日积月累”“字词句
运用”“书写提示”等栏目。七
至九年级每册６个单元，包含
阅读和写作两大板块，各单元
穿插安排“口语交际”“综合性
学习”“名著导读”“课外古诗词
诵读”等栏目；八至九年级每册
设置1个“活动·探究”单元，突
出任务性学习理念。

与此同时，新版教材将降
低汉语拼音的教学难度。温儒
敏介绍，过去都是一年级刚上
学就学拼音，然后再用拼音去

认字。新教材把拼音学习推后
个把月，先认一些汉字，再学拼
音，边学拼音边认字。入学后，
第一篇识字课文，就是“天、地、
人、你 我、他”“金、木、水、火、
土”“云对雨 ，雪对风”，之所以
这样安排，就是希望孩子们建
立对汉字的原初感觉，“第一印
象”不是字母 abc，而是汉字

“天地人”，力求将汉语、汉字摆
回到第一位，而拼音只是辅助
学汉字的工具，不是目的。

此外，新教材还将致力于
解决当前语文教学过程中，不

读书少读书的问题。温儒敏介
绍，新语文教材更加重视多种
阅读方法的教学。以往语文教
学比较偏重精读，抠得很死，虽
然有用，但是不够的。比如默
读、浏览、跳读、猜读、比较阅
读、读整本的书等，以往教材与
教学都较少关注，结果是多数
学生只会精读，只会考试，阅读
速度很慢，不会运用各种不同
的阅读方法。新教材在多种阅
读方法的教学上增加了一些分
量。希望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
格外注意阅读方法的教学。

关于初中历史，新教材将
不再强化死记硬背。首都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小兵介绍，
新教材在内容设计上，更注重
学生的感受观察和理解，课后
不再强化机械记忆的练习，不
再引导学生死背书，而是依靠
课后活动，如赏析、分辨、综合、
比较等引导学生复习巩固和提
升认识。

比如甲午中日战争这一
课，课后活动不是要求学生复
述时间地点条款内容等知识
点，而是通过发散性问题，引导

学生今昔对比，通过联系、分
析、比较，来强化对于历史的理
解以及认识历史的能力。

据了解，新初中历史教材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
历史时序，展现中外历史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
基本进程，使学生通过学习，不
仅掌握基本的历史史实，而且
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凸显育
人功能。按照“点”“线”结合的
方式编排教学内容。“点”是具
体生动的重大历史事实，“线”
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唯物史
观，了解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
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
社会主义信念。具体呈现是

“单元——课——目”结构。每
课以正文为主体，辅以功能性
栏目，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
学科能力与学科素养。

与此同时，教材注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突出革命
传统教育、注重民族团结教育、
注重国家主权和海洋意识教
育。教材以史实为依托，讲述
西藏、新疆、台湾及附属岛屿钓

鱼岛、南海诸岛等作为我国领
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渊
源。教材强化国际理解教育。
在世界史中，重点介绍了人类
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各个地区、
各主要国家文明发展的不平衡
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通过学习，增强学生国际
意识，以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
视野看待世界，吸纳人类共同
创造的文明成果，树立热爱和
平的观念和忧患意识，强化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逐步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语文教材：降低拼音难度，把汉字摆在第一位

初中历史：不再强化死记硬背

新教材增加法治教育专册：以宪法教育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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