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１）
#########################

　第一节　研究的原因、问题和意义 （１）
#################

　第二节　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现状分析 （９）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点 （３８）
#####################

　第一节　现代课程发展的基本理念 （３８）
################

　第二节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４５）
###################

　第三节　国外母语课程的基本理念 （５６）
################

　第四节　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 （６５）
#################

第三章　《开明国语课本》分析 （７１）
###################

　第一节　《开明国语课本》产生的背景 （７１）
###############

　第二节　《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理念 （７８）
###############

　第三节　《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特色 （８２）
###############

　第四节　《开明国语课本》的选文特点 （８５）
###############

第四章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分析 （９１）
################

　第一节　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产生的时代背景 （９１）
############

　第二节　苏教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理念 （９５）
##############

　第三节　苏教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特色 （９８）
##############

　第四节　苏教版语文教材的选文特点 （１００）
###############

第五章　《开明国语课本》与苏教版教科书的比较研究 （１０６）
########

　第一节　选文系统的比较研究 （１０６）
##################

　第二节　教材编排系统的比较研究 （１１６）
################

·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训练系统的比较研究 （１２５）
##################

　第四节　插图系统的比较研究 （１４０）
##################

第六章　关于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思考 （１５２）
###############

　第一节　《开明国语课本》的理性思考 （１５２）
##############

　第二节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理性思考 （１６１）
#############

　第三节　《开明国语课本》对苏教版教材的启示 （１６８）
##########

第七章　关于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启示 （１８０）
###############

　第一节　国外母语教材建设的启示 （１８１）
################

　第二节　国内母语教材建设的启示 （１８９）
################

参考书目 （２０５）
############################

·２·

语文教材建设：比较·反思与启示



书书书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原因、问题和意义

一、研究的原因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在中国本土和东南亚地区，华语 （汉语）教育的需求

不断增大，学习汉语的热潮进一步高涨。最近，北京市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的出

台，特别是增加语文分数权重的举措，再次让社会各界聚焦语文。一时间，母语

的地位，教材的编写，语文的教学和考查……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成为语文人

常说常新的话题。从２００５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叶圣陶
主编、丰子恺绘图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开明国语课本》以来，该书一直受到家

长热捧，网上好评如潮，受到了各大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图书销售网站上更

是跻身热销图书行列。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因为多方面问题而饱受争议，由

于受编写人员业务水平、工作状态的限制，教科书存在着不能确切表达课程内

容，影响课程目标实现的问题，这促使我们回望历史，反观自身。

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

版等多套教材。当下语文教材的民间批判人士、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是民间自发

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该团队重点对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语

文教材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 “毒素”：母爱

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

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的 《花瓣飘香》 《沉香救母》，人教版的 《玩具柜台前

的孩子》、北师大版 《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是身体不健康，极度压

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 《日记两则》和 《看电视》、北师大版 《流动的

画》和 《妈妈的爱》等，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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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课本里的孩子基本

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

大版 《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 《三个儿子》。他们被教

育要 “吃苦”，不断 “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 “吃苦”；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

材中仍有市场，比如 “愚孝”“无条件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

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

批判》）。没有反思，何谈进步！对比 《开明国语课本》，使得现有小学语文教材

似乎正在成为众矢之的，引起广泛热议。

重印 《开明国语课本》，可以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做个比较。人们不禁要

问，《开明国语课本》到底好在哪儿？据报道，“开明国语课本等三套老课本再

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海师大第一附属小学作为课外读本。‘几乎不

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一位老师举出佐证，如 《绿衣邮差上门来》一

文：‘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

话，充满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得鲜活起来。”课本的文字采用学生喜

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先生亲笔书写。丰子恺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

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而且起到了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图画与文字

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教材锦上添花。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画家，他们能

为小学教材倾注这么大的精力，这在中外教材编写史上不说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很

少见的。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得最好的时代之一，民国教育在学识方面对人的

培养结下了累累硕果，所培育的精英不少是领军人物且享誉世界。就拿 《开明国语

课本》来讲，它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者的眼光和见识，是后无来者的 （《救救孩子：

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对比当今的新课改理念，不得不叹服它的前瞻性、超前性。

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教材是２００１年教育部颁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后第一套被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刚发行时也是 “好评如潮”，无论是从

观念还是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但在使用了１０来年后，大家发现苏教
版教材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

的缺失、事实的缺失和标准答案的桎梏等各种问题，教材不足以培养具有一颗炽

热中国心和宏大的国际视野的现代中国儿童。１０多年后，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指导下，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的观照下，本书仅以 《开明国语课本》和 “苏教版教材”这两种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教材作为研究范例，梳理历史，以求借鉴，以期寻求历史与现

实的沟通，力图通过跨时间教材的比较来引发读者对 “教育本质”的反思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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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希望审视现实，不断以传承与超越的眼光去发现教材存在的不足，这对我们

反思、纠正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同时还能为教材设计和教材编写

的研究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有用的借鉴。

二、研究的问题

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社会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在西学东渐、洋为中用

的大背景下，中国教材建设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成果。叶圣陶先生就是这一时

期在教材建设方面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叶圣陶先生 （１８９４年—１９８８年）又名绍钧，生于江苏苏州的吴县，家境清
苦。叶圣陶先生中学毕业后曾任教师，又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编辑，

后进入开明书店，和丰子恺合作了 《开明国语课本》。他是编辑，栽培了巴金、

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他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第一位用白话文写童话的中国作
者，《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儿童文学作品影响深远；他还是勇于战斗

的新闻人和社会活动家；１９４９年之后他曾担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
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

国政协常委委员、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他是著名作家、出版家、语文教

育家，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更是一位集大成的语文教材编辑家，被

誉为 “２０世纪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中
国语文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和中国人。他所编写的一系列

课本代表了当时语文教材领域的较高水平，是一座值得挖掘的思想宝库。

叶圣陶先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３１年是早期教育实践阶段。

前１０年在苏州和上海的一些初等和高等小学工作，后１０年与朱自清、夏硏尊、
陈望道、丰子恺等一批志趣相投者，在中学和大学里担任国文课的教学。从１９３１

年到１９４９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编写教材上，
他为中小学生编写教材，代表着２０世纪中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从１９４９年到
他去世为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历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

局局长、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他矢志推行自己的语文

教育思想，得到广大同仁认可和中小学教师的爱戴，成为影响现代语文教育很深

的教育家。① 叶圣陶在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潜心探索七十多年，开拓了我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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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剑萍，杨旭中国现代教育之大家与大事 ［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５



文教育革新之路，在实践上可以说是从革新教材入手的。据不完全统计，叶圣陶

自己和与人合作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有十余种之多，其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部

是他亲手撰写的小学国语教科书——— 《开明国语课本》。第二部是他与夏硏尊合

编的 《国文八百课》，这套教材在当时中学语文教材文白之争的大背景下横空出

世，主张按照科学的编排顺序，以白话文为主，文白混编。编者把初中教学内容

归纳成１０８课 （单元），每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在材料、知识构成、能力训

练上都形成了序列，是实现语文教科书科学化第一次大胆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探

索。第三部是开明出版社出版的文白分编的初高中国文课本，即初中用 《开明新

编国文读本》（甲种本白话、乙种本文言）和高中用 《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

《开明文言读本》。这部教材在选文方面，白话文和文言文分别排列，自成体系，

反映了中国语文教育的特有规律，为今天语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留下了一笔弥足珍

贵的财富，让今天的语文教科书编写者能站在厚重的历史根基上展望未来。

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今天，要沿着叶圣陶探索的方向继续编写母语教材，

高扬 “传承”与 “超越”的编写精神，继承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为我国当

下的语文教材建设工作探求良好的出路。因此，以 《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对

民国年间优秀语文教科书进行深入探讨，是时代赋予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必然要

求。现在的语文老师，当以叶圣陶亲自实践的 “教师自己编撰语文教科书才更适

用”的思想为指导，探究当前教育大改革背景下教师自己编撰语文教材的有效形

式，为教师和教材编辑者编撰语文教材提供借鉴。

《开明国语课本》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使用比较广泛的三套小学国文教材之

一，由叶圣陶主文、大画家丰子恺绘图，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影响最大的教材之
一。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

《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

符合１９２９年 《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 “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

“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

胜。”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 “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

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

是为特色。”这套课本从１９３２年初版算起，在社会上连续使用了１７年，先后印
刷发行４０余版次，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涵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它全面呈现了叶圣陶语文教材编辑思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百年来，语

文教科书出现了很多版本，经历了从 “一纲一本”的统编通用制到 “一纲多本”

的竞编选用制，以及从 “国定制”到 “审定制”等一系列重要变革。作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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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的重要晴雨表──语文教科书，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民族共同

价值观的教化功能。无论是从教育观念、呈现方式还是内容的选择等，都在追随

时代而变化，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开明国语课本》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教材编辑思想，融进了许多当时优秀的

教育理念。２０世纪以来，基础教育大约经过了三次重要改革。第一次是从２０世

纪初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右，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为标志。其著名的教育

思想 “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推进整个教育活动，强

调以儿童为中心，儿童喜欢做什么就让他们学什么，在游戏中学习。这套实用主

义的教育哲学一改本世纪以前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远离社会实践这种状态，在当

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① 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一个发现 “人”的时期，随

着１９１９年杜威来华讲学，“儿童本位”的思想便在中国儿童文学和教育界兴盛起

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用其特有的方式表达对童心的认识和喜爱。叶圣陶

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多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经验让他对儿童的生

活和特性有着透彻的了解。在他看来，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就是儿童文学，充满

童趣，一切于孩子都是新鲜而奇异的。

而 《开明国语课本》教材的编写内容吸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学

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这一教育观点，建立起在教材中倡导社会和生活为中

心的 “建构主义学派”，寻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这本教材内容富有童心

童趣，选文活泼有趣，在游戏中学习，给孩子提供了发散性思考的空间。体现了

作者科学的思辩精神，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在许多方面为我国现代小学语文教

材编写工作作了开创性的探究，如儿童本位的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方法，观照儿童

年龄的心理特点、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具有合理的编排设计、体现了多元化国

际化的视野等，有些方面甚至今天的教材也难以达到或超越。直到今天，它仍然

具有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能为我们解决今天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有效的参

考，对当下语文教材存在的 “教材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教材 （以下简称 “苏教版教材”）是社会赞誉度较高

的版本之一。２００１年教育部颁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后，教育部

共审定通过了１２套小学语文教科书，苏教版教材是最早进入课改实验的三种义

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之一，《人民日报》所载文章肯定它 “以核心价值观构建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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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据调查，苏教版教材从第一年仅发行五十来万册，发展到拥有上千万名

小学生的使用量，目前在全国小学生中使用量也是较大的。可以说，苏教版教材

是在社会言论较自由、语文教材编审理论发展较充分、教育部对于语文教材编审

工作较开放、人们对于小学语文教材期望值较高的背景下出现的，是除了权威的

官方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之外，社会反响较好、较充分浓缩了当下新的教材编

审理念的教材。但在近些年的语文教改大讨论中，社会、学界对苏教版教材选文

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了不同看法和建议，对之批评的也不少。譬如在人文内涵方

面，苏教版教材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选文经典篇目过少，有的文章故事

是虚构的；二是生编硬造、肆意改动的选文较多，部分选文说教意图太明显；三

是练习设计整齐划一，没有弹性安排，不利于个性化学习；四是习作教学板块缺

乏训练体系等。总之在新课改下的苏教版教材，用模块组合的方式，虽有新颖有

趣迎合儿童的意图，但不直接文章，不将儿童置放在语言本身，而用杂多的形式

包装，可能间隔了学生与语文本身。诚然，对有关人文、社会学科的问题，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这无可厚非。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教材，教材只是一个 “窗

口”，社会在进步，理论就要发展，理论要发展就不可能完美无缺。但讨论研究

是为了反观我们语文教材的实践和理论，为长善救失、相互取长补短、继承创新

提供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以达到更好地完善教材之目的。

为此，本书特挑选了两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比较具有代表性、而且都有着广

泛受众基础的小学语文教材：一个是民国年间的 《开明国语课本》，另一个是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颁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后出版的苏教版小学语文

教科书，翻检对照８０多年时间跨度的教科书，本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原则，
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来研究百年的语文教材，能进一步丰富对叶圣陶

语文教材编撰思想的研究，对促进语文教材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这两个

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在社会言论较自由、语文教材编审理论发展较充分、教育部对

于语文教材编审工作较开放、人们对于小学语文教材期望值较高的背景下出现

的，因此，特将这两个版本的教科书作为研究范本。本书力图紧扣全面落实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 （２０１１年版）》这一时代背景，以这两种教材研究为例子，主要讨论研究 《开

明国语课本》教材编写与当代新课标下的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异同，反思

两者的差别以及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因，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同时，反观我国现

行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审工作，传承中国母语教材优秀的编辑理念，以期为小学语

文教材的使用及编写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期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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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颁布之后出现的语文教科书能不断完善，超越之前的版本，期望能对当

下语文教材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国教师教材编写发展提供建

设性意见，为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提供一点科学依据。全部都是原创的，真实

性、趣味性兼备，符合人性，带着真正的爱在做教育。同时符合１９２９年 《国语

课程标准纲要》制订的 “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 “因为少年时期的学

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三、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教科书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按照教学规律，由学科专家编写，经全国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供学校施教使用的文本教学材料。教科书是学生直

接的学习对象，是理解课程内容，实现课程目标的媒介，是教师、学生开展教与

学活动的重要依据。语文教科书既是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母语素养的重要载

体，又是实现国家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语文教科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语文教学的质量。因此，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

要一环，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奠基意义。２００１年６月８日，经国务院同意，由教育
部颁发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明确指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

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

中小学教材”。从此，我国教科书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实行教科书编写准入制度，

国家严格审查，教科书进行市场竞争，这样有利于使教学内容具有适应性。教科

书出版的多样化，在国家的严格审查制度和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

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从理论层面上看，教材研究涉及到学科专业知识、语言

文字功底、编辑出版知识、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

教师教育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我们以 《开明国语课本》

和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这两套不同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来研究语文教材编

辑思想体系。

近年来，对小学语文教材使用层面的研究较多，对小学语文教材编辑理论的

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比历史上优秀的语文教材与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进行

小学语文教材编辑理论的专门研究则更少。本书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梳理，

将以两者的研究为例，传承母语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审视反思当前母语教材编

写的不足，以期为今后的母语教材编写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的实践意义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各国都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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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适合本国的教育发展战略。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各国教育改革的最大特
征就是面向２１世纪进行教育规划，教育不再是被动追随的时代，而是主动适应
的时代。虽然各国教育改革的具体目标、改革重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反映时代特征的教育改革上有一定的共同点：都是要

选择适合本国儿童学习的优质教材，与世界接轨。我国的学校制度在与世界趋势

交融的同时，借鉴先进国家的教学经验以及教材编辑主导理念的经验，扬长避

短，取长补短。当然教材的发展过程是曲折前进的，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教育著作方面的经典教材，在古代历史上有至

今闻名世界的 《学记》，在近代历史上作为小学语文教材对儿童一代有影响力的

优秀教材如 《开明国语课本》。当代历史中的教材版本多样，教材编写进入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教材的教育性功能不会自然产生，需要教育研究者和

教师的配合，在教师生动活泼的教学过程中显示出来。教育研究者和教材研究者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要及时修改并完善教材的编写，使得新教材的编

写在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更符合时代需要，符合国家意志、儿童视角和基

础教育观念等，让孩子们能通过教材这个窗口，看到广阔的大千世界。

小学语文是开蒙教育，是一项最重要的打基础的教育工程。小学语文教材是

我国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它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① 随着

对国内教育制度的反思和与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增多，国外一些专家的教材理论

观点、在语文教材建设上的编辑经验虽然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国作为具

有几千年语文教材编写经验的文明古国，理应重视对本国传统的语文教材及其编

写思想的研究，尤其是语文单独设科百年来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特别

是叶圣陶先生及他们那代人探索的成果是经过反复思考、长期实践、不断印证获

得的，因此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编写出更有创意、更符合时代需要、更

适合学生学习的语文教材，以理性观照我国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回望中国现代语文建设百年历程，白话文教科书是中国近代教科书的重要标

志，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它逐渐成为传播现代语言的工具，缩短了口

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距离、学与用的距离；它开始注重传播现代思想观念和科学

技术知识，学习西方，反哺中国的本土化追求，推动了社会务实求新及良好风气

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生活；它开始成为师生喜闻乐见、使用方便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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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开明国语课本》是民国年间白话文教科书

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民国语文教材搭建了中国古代语文教材和现代语文教材的一

座桥梁。

本书通过探析叶圣陶先生自己编撰语文教材的思想，探寻两种教材的差异以

及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编辑水平造成的，还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抑或两者兼

而有之。试图从教师这一教材编撰主体入手，围绕语文教材的开发、对统编教材

“动手脚”和多样化的语文教材形式等探求教师参与编撰语文教材的有效出路，

为教师参与编撰语文教材指明方向，以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到语文教材的编撰实

践中来，从而推动我国语文教材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节　研究的对象及研究现状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

将本书置身于现代百年母语教材历史长河，秉持 “传承”与 “超越”的母

语教材编写精神，选取以下两套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一是于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４年出版的 《开明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和小学高年级用书，有图，３２开，

由教育部审定，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编辑。全书由叶圣陶亲

自编写，丰子恺书写并绘制插图，文本内容是其创作或再创作。初年级课本的文

字用手写体，由丰子恺书写并绘制插图，采取图画与文字有机结合的编排体例。

《开明国语课本》初年级８册，高年级４册，共１２册，还配有教师自用书，突出
“儿童本位”，具有浓厚的儿童文学色彩，图文并茂，便于学习。它被连续使用

了１７年之久，曾先后印刷发行４０余版次，是一套构思新颖、图文并茂、情趣盎
然、知识与技能相整合、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语文素养与生活习惯相结合的

优秀小学语文教材，凝聚编绘者创见与智慧，广受教育界赞誉和儿童读者的欢

迎。这套百年老课本曾经滋养了我们的前辈，启迪过他们的智慧，是我国２０世
纪三四十年代较理想的小学语文教材，影响深远，给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

留下了宝贵经验。本套书 “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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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袭的。”① 考虑到今天学生的阅

读习惯，编者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同时，删去了一些不适宜的文章内容，所以目前

课本选编分为上下两册共２６４课，上册为１７８课，下册为８６课。 《开明国语课
本》中对阅读的强调，对一篇整体文章的阅读，直面文章，保持文脉与文气，培

养语感，这对语言学习、文学熏陶是非常重要的。二是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简称 “苏教版教材”） （１－６年级），共
１２册。每册课本配有相应的教学参考书、教学挂图、习字册、生字卡片、补充
阅读、教学录音磁带和投影片，以供教学使用。它确立了六个教材编写指导思想

和基本思路。其中，第五点对教材选文作了以下建议：坚持选文的高品位、典范

性。其标准：一是选文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富有童心童趣；二是题材、体

裁、风格丰富多样，为儿童喜闻乐见；三是广开 “材”路，多编少搬；四是选

文力求文质兼美。２０１１年颁布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指出：
“教材选文要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

风格丰富多样，各种类别配置适当，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要重视开发高质

量的新课文。”由此看来，新时期的教材编写要注重典范性，注重突出作品的文

化内涵和时代气息，且必须文质兼美，丰富多样，适合儿童学习。

本书力图通过 《开明国语课本》和苏教版教材的比较研究，找出两种教材

的优点和不足，并紧扣全面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的时代背景，探寻它们对现
行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有益启示。

二、语文教材发展历史概述

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古代语文教材、现代语文教材、

近代语文教材和当代语文教材。

（一）古代语文教材

我国的语文教育是源远流长的。 “单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的习刻算起，

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② 三千余年使用过的语文教材或课程门类，种类繁多，

五花八门。为了初步考察它的发展轨迹，暂且按照古代教育史的分期，大致分为

七个时期：远古至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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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

１远古至西周时期的语文教材
远古至西周时期，是我国语文教育的源头。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

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① 因此，我国古代最早的语

文教材也大致产生于虞舜时代。

（１）识字教材
我国最早的识字材料是六书。许慎在 《说文解字·序》中概括了 “六书”：

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许慎还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

国子，先以六书。”我国识字写字的正式教材是从字书发端的。《汉书·艺文志》

载：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我国最早的字书之一，已

经佚去。

（２）阅读教材
“六艺”，即 “礼、乐、射、御、书、数”，代表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

教育水平。可将习得 “六艺”时参阅的文字材料算作我国最早的阅读教材。

从古至今，“歌谣、祝辞、神话、传说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

因为它们有民俗学、历史学、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② 据

考究，我国古代的许多神话传说，保存在 《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穆天子

传》《庄子》《国语》《左传》诸书之中，流传至今。

２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文教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伟大时期，是古代学术思想

空前活跃、私学教育空前繁荣的大好时期。

（１）识字写字教材
《史籀篇》依然沿用，用于学童识字、习字。

（２）阅读教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大语文教育家———孔子。晚年，是孔子办私学的

极盛时期，也是他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编辑各科教科书的黄金时期。他删 《诗》

《书》，作为诗教主要教材；定 《礼》 《乐》，作为培养 “士”的教材；赞 《周

易》，用之为哲学教材；修 《春秋》，用作历史、道德、伦理等教育的教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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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Ｍ］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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