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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中中课课程程方方案案和和新新课课标标出出炉炉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增加到72篇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
飞） 16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和语文等14门学科新课标的相
关情况，修订工作历时4年全部
完成，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
行。新课标将原标准“诵读篇目
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
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

（首）增加到72篇（首）。此外，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也是这次课标修订
的重点。

据介绍，教育部组织260多
位专家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
语文等14门学科课程标准进行
了修订，历时4年已全部完成，
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
于2017年底印发，并将于2018
年秋季开始执行。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
一，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
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各
个部分。在“课内外读物建议”
部分，除保留原有《论语》《孟
子》《庄子》外，增加了《老子》

《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求
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文，覆

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
同时，还设置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专题，将原标准
“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
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
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

（首）。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
健康、数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
关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也是

本次课标修订的又一个重点。
语文、历史、思想政治、音乐等
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对
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
强化。

新的课程方案进一步明确
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强调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
向大众的基础教育。

俩俩““0000后后””被被剑剑桥桥、、牛牛津津预预录录取取
作为“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不光学习棒，下棋唱歌好着呢

见习记者 潘世金
本报记者 李飞

1月10日，济南外国语学校
（三箭分校）学生于涵、侯怡菲
分别收到了剑桥大学、牛津大
学的预录取通知书，这是学校
第2位被牛津大学录取和第4位
被剑桥大学录取的学生。

在剑桥2017年录取人数
中，中国学子所占比例约为
2 . 3%；在牛津录取人数中，中
国学子所占比例约为3 . 1%。身
为“00后”的俩人可谓不折不扣
的学霸。

于涵和侯怡菲是同班同
学，都报考了数学专业。“内敛”
是记者初识于涵的第一印象，
这个大男孩有着超乎同龄人的

成熟与睿智，透出满满的自信。
如果说于涵是天赋型选

手，那么侯怡菲就是努力型选
手。学校国际课程中心主任岳
凤敏表示，面试时教授会给出
一些超出学生答题能力的题
目，其目的并不是希望学生解
出题目，而是考查学生对题目
的反应、沟通能力，以此来观察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发展潜能。

“于涵有天赋、有热情、有
自信，能耐得住寂寞。”进阶数
学教师张磊表示，于涵在做数
学题时入门快，做题完成时间
也比较快，喜欢钻研难题。

侯怡菲说自己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好问”的习惯，问题问
不透会睡不着觉，有着强烈的
求知欲。她每周都会总结一周

的问题并整理出来逐个寻求解
答，在老师办公室里，经常能看
到她拉着老师问问题的身影。

记者采访了解到，“别人
家的孩子”并不是只知道学习
而不顾其他，相反，他们涉猎
广泛、兴趣多元，课余生活十
分精彩。侯怡菲不仅擅长钢
琴、绘画，还选修西班牙语课
程，同时还是学校配音比赛、
合唱比赛等校园活动的参赛
选手。

班主任田伟表示，两名学
生不仅聪明，还乐于助人，高一
晚自习时间曾担任班级小讲
师，为同学辅导题目。“侯怡菲
是一名有责任心、认真踏实的
学生。从高一开始保管班级钥
匙，是班级里来得最早走得最

晚的学生。这虽是件小事，但能
做好也不易。”

各科均衡发展，是于涵与
别人最大的不同。田伟老师说，
不论是对热爱的数学还是其他
学科，于涵都有着高度的热情。

英语课上老师提到无线电
的用途，当其他同学都在讨论
无线电应用于广播时，于涵的

思路早已跳跃到了“无线电是
如何与卫星连接”这一问题上
去了；高一刚入校时，经济课程
学习起来比较困难，班里成立
了学习兴趣小组，他主动承担
起了小讲师的工作，耐心帮助
同学讲解经济学知识。同时，学
习之外的他还是个高水平的

“围棋迷”。

棒棒棒棒哒哒！！城城郊郊学学校校足足球球小小将将赛赛场场展展风风采采
济南市市中区打造校园足球“金名片”

见习记者 潘世金
本报记者 李飞

建好配套场地
助推校园足球发展

在2017年12月举行的市中
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中，济
南市丰齐小学作为市中区最西
部的一所城郊学校，获得小学
组女子第三名的好成绩。

丰齐小学校长卢宗起表
示，学校把学生体育健康放在
学校发展的首位。2014年暑假，
市中区教育局投入400多万元，
建成250米环形塑胶跑道，内场
建标准7人制人工草皮足球场。
自2015年9月份开始，学校外聘
专职足球教练和专职足球教
师，每年投入6万余元，解除学
生、家长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学校体育老师邵富国表
示，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班级联
赛，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比拼，提
高了同学们的积极性。

党家中学在2017年建成塑
胶场地和足球场，体育老师法代
磊表示，学校2009年也曾组建过
女子足球队，参加过市级比赛，
但因为场地的限制和家长不支
持等因素，没有持续开展下去。

据悉，市中区教体两局近
年来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投
资修建了9块足球场地，同时计
划逐步修缮、筹建新的足球场
地；从2011年开始，教体两局积
极筹措资金，每年拿出5万元，

作为开展校园足球联赛的专项
经费，并联合出台了《市中区中
小学各项体育比赛经费使用办
法》，保证专款专用，落到实处。

立足校本课程
让校园足球普及化

济南市罗而小学同样是一
所城郊学校，但这所学校的女
子足球队连续两年获得市中区
足球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校
长杨润森表示，学校构建了“三
香·五艺”特色品牌课程体系，

足球正是“五艺”中的“球艺”。
2015年，学校加入了全国

体育联盟，体育组老师根据学
生需求，充分发挥教师特长组
建了女子足球队。从建队起，体
育老师徐洪玉便肩负起了这支
足球队的训练工作，“足球训练
是一项很苦的事情，而且很枯
燥，一开始进展比较慢，主要是
通过小游戏提高她们的关注
度，慢慢开始专业训练。”

球队成立两年半，队员从
最初的16人发展到现在的20人
左右，已经逐渐稳定下来。“现

在这帮孩子身体素质都不错，
包括几名田径队的队员，好好
练一下争取更好名次。”

在市中区，各学校都将普及
提高作为校园足球的灵魂所在。
为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喜欢、参
与足球，全区多数足球试点学校
成立了校园足球校本课程研发
机构，促进了校本课程的研发。
在丰齐小学，12个教学班，每班
每周一节足球课，同时组建校女
子足球队，利用下午大课间和放
学后的时间，保证每天不低于
1.5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不仅增强了体质
还提高了学习成绩

党家中学2016年9月在
2016年级开设班级足球课，
2017年9月组建女子足球队，成
立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取得了
初中组女子第三名的优异成
绩。体育老师法代磊是足球专
业毕业，来到学校工作后就担
任学校的足球教练和体育老
师。“学校开设了足球社团，每
周五下午三、四节课上课，同时
为初一学生进行授课。”

在部分家长看来，踢足球
是一件占用学习时间的事情，
但记者采访数名足球队的学生
发现，这些学生不仅体质变强，
而且成绩普遍提高了。

李婧怡是党家中学女子足
球队队长，她表示，踢球后自己
感觉性格更加开朗，做事也更加
认真。“踢足球是一件让我感到
快乐的事情，会一直坚持下去。”
副队长张文君则表示，踢完球
后，自己的学习效率更高了。

2015年，市中区被省教育
厅授予“山东省校园足球示范
区”，现已有11所“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两所“鲁能泰山
城市足球济南项目学校”、6所

“济南市足球网点学校”，参与
足球运动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
2万多人，占到全区学生总数的
20%以上，学校足球代表队数
量达到27支，学校足球队的学
生运动员数达到600余人。

2017年12月8日至12月26日，济南市市中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鸣哨开赛。在本次比赛
中，罗而小学、丰齐小学和党家中学作为市中区的三所城郊学校，均取得不俗成绩，分别获得
小学组女子第一名、第三名和初中组女子第三名。

据悉，市中区教育局2009年成立“市中区校园足球管理委员会”，2015年被省教育厅授予
“山东省校园足球示范区”。市中区校园足球在足球参与度、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校本课程普
及、联赛规模和运动成绩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罗而小学女子足球队。 学校供图

于涵（左）和侯怡菲在学校合影。 本报见习记者 潘世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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