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济 南 C03

2014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彭传刚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

C02-C06

内容经常有变化 学生也不乐意用

课课本本循循环环使使用用““叫叫好好不不叫叫座座””

本报记者 孟燕

山东早在2004年就开始推行

江苏省2008年出台了课本循环使用
的相关细则，比如循环使用的教科书，由
学校集中管理，学生免费使用，开学初发
放，学期末收回。每年按学生数的1/5配
发新书，用于补充破损不能使用的教科
书。而学校要添存储、消毒设施。

山东省也是试点课本循环使用较
早的省份。从2004年起，青州市和东明、
临沭两县就开始为山东的教科书循环
使用“趟路子”。2005年4月山东省教育
厅下发了《关于教科书循环使用的指导
意见》，要求在2005年下半年，试点县所
在的3个市进行推广，其他14市每市至
少选取一个县市作试点，实行教科书循
环使用。

2008年春季学期开始，山东省对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部分学科教科
书实施循环使用。循环使用的教科书由
中央财政统一购买，免费提供给学校，包
括科学、美术类等课程。

2007年济南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当
年秋季学期通过学校购买、低价回收、毕

业生捐赠三条渠道，音乐、体育、美术三
个科目进行教材循环使用。有条件的县

（市）区可以给试点学校拨付一定金额的
启动资金，争取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为
教科书循环使用提供政策支持。

“谁愿意用破烂的旧课本”

省城一位资深初中老师表示，课本
循环使用确实是一件好事。“每学期每名
学生都要发十多本课本，算下来课本费
用确实非常可观，生产这些纸张肯定需
要大量的资源。”这名老师坦言，课本循
环使用节约资源，同时培养学生节约环
保理念与良好的读书习惯。

但是在现实中，不少家长并不赞成
课本循环使用。“使用半年就扔了确实浪
费，但是谁都愿意用新课本，谁来做第二
个、第三个使用者呢？”市民刘先生表示，
课本循环使用要求不能在课本上写写画
画，但是目前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在课
本上标注重点。

“上课时老师会让学生把重点内容
画上星号，改变以往在课本做笔记的方
式，孩子不能写画，翻课本时还得弄皱。
中学生还行，小学生调皮好动，恐怕做不
到。”刘先生坦言，课本费用也就几十元，

他不想让孩子学习时这么“小心翼翼”。

“复习时需要人手一本书”

让刘先生担心的还有旧课本的卫生
问题。“孩子们得用半年，几乎每天都要
接触。循环下来，病菌滋生，卫生问题怎
么保证？”

而更重要是，传统的教育学习习惯
与课本循环使用的要求也不相称。传统
的应试教育方式，使大多数教师、家长和
学生把教科书视为“经典”，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依赖教科书，把教科书作为向学
生传播知识的主要工具，习惯于让学生
精读教科书上的内容，并在书上画段落、
圈重点、做记号。

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也养成了
经常在书本上圈画批注、涂涂改改的习
惯。另外，由于中小学知识的连续性，中
考、高考等应试教育，还需要所有的课本
拿来复习。“你得考试，复习时必须人手
一本课本。”刘先生强调。

目前中小学课程改革正在不断推
进，课本也在频繁改动，这给课本循环使
用带来了难题。“今年9月份，儿子的课本
就全使用新版的了，以前的课本根本就
不能用了。”汤女士表示。

““最最长长学学期期””引引发发疯疯狂狂借借 课课本本，，55元元教教科科书书““炒炒””到到4400元元
家长：教育部门能不能提前购买发放下学期课本啊！？

文/片 本报记者 孟燕

到处借下学期课本，“最长学期”让家长犯难

“孩子在舜耕中学上初中，从11月份开
始，各科就陆续学习下学期的课程了，得让
家长借书。”17日，市民姜先生向本报反映，
想借到书并不容易，最近这事难坏了他们一
家人。

像姜先生一样，被借书难倒的家长并不
在少数。市民张先生的儿子今年上初一，一
个月之前刚刚想办法给儿子借了下学期的
历史课本。“昨晚孩子跟我说还要陆续借生
物和英语等课本。”张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闰九月，2015年
春节成为自1985年（当年除夕是2月19日）至
今近30年来最晚的一个春节。而寒假基本上

都是参照春节放假，寒假也顺势推迟，这样
2014年秋季学期也成为从1985年以来近30
年“最长学期”，差不多有5个多月。

“以前元旦过后一周就考试了，这个学
期可能得到1月底甚至2月份了。”17日，省城
一所初中老师表示，这个学期长，下个学期
短，在课程安排上会进行一些调整。“有些课
程早在11月就上完了，稍微复习一下，就要
学习下学期的课程了。”

提前“赶进度”上课，在课程更为紧张的
初高中更为常见。像很多初中学校会在初一
初二期间，将初三的内容全部学完，用更多
的时间来复习。

借书不易，书店断货，网上卖课本“炒”涨7倍

课程提前上，下学期的课本成了“香饽
饽”。“借到合适的课本不容易，有时候甚至得
提前半年就跟人家打听好，然后约好借书。”市
民汤女士的儿子在济南第二十中学上初三，这
几年下来，她已经对借课本有了“经验”。

“见着亲戚朋友就问问有没有课本，要
么不是那个版本，要么人家早借出去了。”托
关系问了好几天，姜先生也没给孩子借到课
本。“只能让老家亲戚找找，有了就寄过来。”
姜先生叹气，课程提前可以理解，但是到处
借课本“这不为难家长吗”？

借不到课本，不少家长选择了购买，还
有不少学生直接要求买新书。“我说给他借，
儿子说他要在书上写写画画，就没法再还给
人家了，最好是买新的。”市民孙女士说。

“中小学课本一般只能在新华书店和教

育书店零卖，其他书店买不到。”汤女士解
释。17日，在泉城路新华书店，记者发现想买
新学期课本也不容易。书店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初一、初二年级的2015年春季学期课本
都比较紧俏，大部分课程课本都处在断货的
状态。“初一年级下学期课本现在只有语文
和政治，初二年级的只剩政治课本了。”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补全各科课本的
时间，可能要等到寒假期间了。

书店买不到，不少家长转向了“万能”的
网络购物。17日，记者在淘宝网查询发现，人
教版九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售价39 . 99元，而
这本书的定价仅有5 . 15元，贵了7倍。但是买
的人却不少，月销量已达到1248。

不少买过教材的人都直呼“太贵了，但
孩子急用，不得不买”。

一学期两套书挺浪费，老师出点子“救急”

“这时候花这么多钱买书，用一两个
月可能就发新书了，挺浪费的。”汤女士抱
怨，一般学期考试结束，学校就会发新课
本。有时候她的儿子一个学期就有两套课
本，有些书发下来就没翻过。

不少家长质疑，教育部门不能提前购
买下学期课本吗？记者了解到，中小学教
材一般由教育部门统一订购，出版社印刷
后，由新华书店直接送到学校。有时候涉
及到改版等情况，书稿需要层层审核，影

响出版周期。今年情况特殊，教材紧俏的
现象全国都有。

“课本是根据规定统一订购的，发
放也有统一的时间。今年情况比较特
殊，不同学校课程进度可能有所不同。”
省城一所初中老师建议，在“借课本”上
可以更灵活些。“学校老师可以出面借
一些，或者复印前几个单元的小册子先
用着，或者提供电子版教材以解燃眉之
急。”

“最长学期”引发疯狂借书或高价买书，让人感叹“不容易”和“浪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能不能循环使用
呢？记者采访发现，课本循环使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外像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已经实施多年并已成为
传统，体验“节约、环保”的理念。但是在国内，受制于种种因素，课本循环使用虽然常被提及，但面临着“叫好不
叫座”的尴尬。

淘宝网上定价5 . 15元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卖到了39 . 99,元，月销量1000余件。

由于今年闰九月，2015年春节成为
近30年来最晚的一个春节。寒假推迟，
2014年秋季学期被称为“最长学期”。近
日，不少家长向本报反映，由于一些科目
要提前学习下学期的课程，需要借阅下
学期课本，这让家长们犯了难，课本不好
借，书店又断货，而在网上5元左右的课
本被“炒”到了40元。

这本书的定价是5 . 15元。

同一册教科书有多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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