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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新风”·新教材

见习记者 潘世金
本报记者 李飞

【语文】
传统文化内容增加了

从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济
南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
学生就开始使用人教版部编新
教材。“先学识字后学拼音”可
以说是一年级语文新教材最大
的一个变化和亮点。

“这是一本适合一年级学
生的好教材。”谈起语文新教
材，济南市锦苑学校小学部二

年级语文教研组长路秀英老师
赞不绝口。通过一年的教学实
践，她发现这一变化让学生学
起语文来更容易，也更好地顺
应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路秀英说，过去她教一年
级的时候，因为学生水平和基础
不同，总会有一些孩子跟不上
课，很多学生都感觉到语文难
学，甚至会产生入学恐惧。现在
先学识字再学拼音，由于一年级
新生识字基础差不多，不会让学
生之间产生太多落差，能够更好
地适应小学语文的学习。

此外，新教材也减少了孩
子较难理解的课文，增加了很

多趣味性的儿歌，既让学生对
学习语文产生兴趣，也便于老
师授课，还在每个单元都开辟
了“和大人一起读”这个板块。

“学生刚入学，家长的积极性一
般都很高，但家长们往往不知
道该如何做。”路秀英说，新增
加的亲子阅读板块对家长如何
参与孩子的语文学习是一个很
好的指导。

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总
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
敏说，语文教材传统文化内容增
加了，小学语文古诗文有129篇，
如果从课文统计来看的话，小学
古诗文选篇总体占比30%左右。

【历史】
历史脉络按时间编写

济南市初中学校去年已经
开始在起始年级率先使用人教
版部编教材。济南实验初中历
史老师吴冬梅表示，新教材增
加了很多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
的知识。“比如旧教材对于唐诗
宋词、传统节日等内容涉及的
不多，但新教材就会把这些内
容作为单独的一课来呈现，学
生在学习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
了更深刻的认同感。”

据介绍，新教材历史名词

的运用也更加准确。吴冬梅说，
旧教材中的“民族融合”改成了

“民族交融”，民族交融这个词
更加准确，体现了各民族文化
之间的差异性，也更容易理解。

“之前的旧教材是按照专题进
行编写的，比如侵略与反抗、近
代化探索等，但新的教材按照
时间顺序进行编写，对学生来
说更容易掌握整体框架。”

【科学】

每周不少于一小时

对于今年的一年级新生来
说，他们即将开始一场科学之
旅。原来，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
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
准》中指出，要将小学科学课程
起始年级调整为一年级，且每
周不少于一个小时，从今秋起
开始实施。

济南市新苑小学的米丰英
老师说，一年级开设科学课，可
以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同时她也认为，给一年级孩子
上课与高年级不同，老师也要
下足工夫，在课堂上以引导为
主，多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做
实验时要注意进行安全教育。

济南市燕柳小学科学课老
师闫玫君说，高年级的科学课
本较注重理论知识，比如物
质、科学等概念，而一年级的
教材较为简单，与学生实际
生活关系密切，可以通过一
些小实验、小游戏，让学生在
玩中学会知识。

此外，为了帮助一年级
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还配
备了《科学学生活动手册》，
通过画画、连线、贴画等活泼
有趣的形式，来提高学生学习
科学的兴趣。

中小学今起用上三科新教材，一年级新增科学课

语语文文课课先先学学识识字字后后学学拼拼音音
新学期，教育部统一组织

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语文、历史教材，将于9月1日在
全国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
投入使用。另外，科学课也将在
新学期正式走进一年级课堂。
新教材有什么变化？记者采访
了济南多名一线教师。

济南市师范路小学的一年

级新生领到语文课本。 本报记

者 李飞 通讯员 周欣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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