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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小学英语教材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教材定位从过于

偏向工具性转向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教材编排从过于关注语言知识转向提

倡语言知识的运用，教材功能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教育转向凸显以生为本的理念。
中小学英语教材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如语言选材标准偏低，中国传

统文化内容比较单薄，思想教育性偏弱。针对这些问题和潜在的风险，未来需要进

一步完善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对策：教材编写渗透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教材选材强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教诲性需要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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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小 学 英 语 教 材 的 主 要

成就

（一）教材定位从过于偏向工具性转向注重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语言不仅是音、形、意的组合与运用，而且

包括其承载的人文内涵。语言教材的目的除了为

学生呈 现 语 言 材 料，让 其 学 会 并 运 用 该 门 语 言

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道德

情操，提升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以及倡导个

人对自我、对社会、对自然的责任。因此，学习

和使用语言既要关注语言的工具性，也要重视其

人文性。
经过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外语的教育状

况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相适应，１９７８
年的高中毕业生的外语水平，还比不 上１９６４年

初中毕业生的水平。［１］国家刚刚开始实施改 革 开

放之际，急 需 大 量 能 使 用 外 语 的 各 种 中 高 级 人

才。因此，作为基础教育领域内的外语学科受到

空前关注，而外语教材则是重中之重。当时全社

会过于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忽视了教育促进学生

个体发展和人文教育的作用。这在中学英语教学

上表现为片面强调英语的工具性目的，忽视了其

人文教育方面的价值。［２］１２５　１９７８年颁发的 《全日

制十 年 中 小 学 英 语 教 学 大 纲 （试 行 草 案）》要

求，中小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着重培养学生的阅

读和自学 英 语 能 力。［３］１２７因 此，英 语 教 材 普 遍 强

调针对 学 生 英 语 基 础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培 养。１９７８
年秋季在全国开始使用的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

学英语课本 （试用本）》第一册的说明中直接指

出， “外 语 是 一 种 工 具”［４］。该 套 教 材，以 及 从

１９８２年秋季开 始 在 全 国 使 用 的 修 订 版 均 突 出 语

·８·



言的 工 具 性，以 Ｔｅｘｔ （课 文）、Ｄｒｉｌｌ（操 练）、

Ｅｘｃｅｒｃｉｓｅｓ（练 习）、Ｒｅｖｉｅｗ （复 习）等 为 主 要

内容，以基本句型操练为主要呈现方式；在编排

时着重 考 虑 语 音、词 汇、语 法 这 些 语 言 要 素 特

点，用实用 句 型 作 为 主 要 脉 络 把 各 种 要 素 贯 穿

起来。
进入９０年 代，随 着 素 质 教 育 改 革 的 兴 起，

人们对英语教学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深，有关英

语课程的价值观和教学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英语

的人文 性 属 性 越 来 越 受 到 关 注。１９９２年，国 家

教委颁布了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

教学大纲》，该大纲明 确 提 出 “外 国 语 有 助 于 对

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有助于学生发展智力、
开阔视野和提高文化素养。”［３］１４４而教材作为英语

语言教学观的体现，也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开始转向更为高级的 “人的培育”。进入２１
世纪后，随着课程改革浪潮的涌现，英语学科越

来越重视英语语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我国

颁布的各个英语课标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义务

教育英语课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在 有 关 义 务

教育英语课程性质的阐释中，提出 “义务教育阶

段的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性质。”［５］

《普通高 中 英 语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年 版）》则 指

出：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综合培养，具

有工具性与人文性融合统一的特点。”［６］该时期的

英语教材从教学内容到版面设计，从编写形式到

编排体例，都强调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灵

活性，如 教 材 开 设Ｐｒｏｊｅｃｔ（项 目）板 块，内 容

贴近学生生活，倡导学生采用分组合作的学习方

式进行探究性学习，有助于提高其人文素养，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教材编排从过于关注语言知识转向提

倡语言知识的运用

教材是辅助教学的重要工具，是课程内容的

集中体现，也是学生与教师相互作用的桥梁。就

外语教 材 而 言，其 内 容 涵 盖 语 言 知 识、语 言 技

能、文化知识、交际策略等，其中包括语法、词

汇、语音等方面在内的语言知识被认为复杂的语

言教学过程 中 一 切 活 动 的 基 础。［７］１２４语 言 知 识 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英语教学

和教材编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英语学习缺

乏语言环境，因此教材被视为学习者主要的语言

输入渠道。教育部门面对十年 “文化大革命”带

来的教育荒废，以及改革开放初始急需对外交流

的紧迫局势，尽快让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成为

当时的捷径之一。因此，教材非常重视语言知识

的呈现，将大量语言现象进行积累与分析，并且

往往只关注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词汇）、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语

音）、Ｐａｔｔｅｒｎ （句 型）、Ｇｒａｍｍａｒ （语 法）等 单

一语言知识项目的学习，把重要的词汇和语法设

计在每个单元的对话和主课文中，练习则围绕这

些重点词汇和语法项目来实施。与此同时，许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靠教材，认为学习课文

等同于讲解文中的语言点。只有讲解语言点，才

能让学生理解课文，学到知识。［８］

然而，围绕语言知识编排的教材往往令学生

感到枯燥乏味，导致很多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除

了死记 硬 背，就 是 题 海 战 术，缺 乏 实 际 运 用 能

力。这种教材编排方式随着外语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而受到争议。束定芳、张逸岗 （２００４）曾开展

了一项有关教材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交际活动最受师生的欢

迎，而语言 训 练 则 最 不 受 欢 迎。［９］９０年 代 后 期，
随着交际教学法的盛行，教材不再单纯以语法项

目为主要脉络来组织和安排教学内容，而是将语

言形式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既考虑语言的

功能、意念和话题，也考虑语音、词汇和语法等

因素，并且加强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全

面训练，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的交际能力。
进入２１世纪后，“任务型”教学法作为交际

教学法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外语界的青睐。它强调

在教学 活 动 中，教 师 围 绕 特 定 的 交 际 和 语 言 项

目，设计出具体的、可操作的任务，学生通过表

达、沟通、交涉、解释、询问等各种语言活动形

式来完成任务，以达到学习和掌握语言的目的。
基于任务型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不再只是 “语言

范本”或 “语言知识 课 本”，而 逐 渐 成 为 学 习 的

“刺激物”，教学活 动 的 “组 织 者”，真 实 交 际 场

景的 “创 造 者”。［２］３７教 材 更 多 的 是 以 活 动 为 主

线，每个单元一个话题；侧重按照知识和技能的

不同组合方式，以板块形式来设计教学活动，把

每个单元 的 重 点 语 言 项 目 渗 透 到 各 个 教 学 板 块

中，以加强 学 生 对 于 基 础 知 识 和 基 本 技 能 的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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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８］９以某版高中英语教材第一册为例，该册有

５个单元，每个教学单元由热身、阅读、语言学

习、语言运用、小结和学习建议６个板 块 组 成。
在语言运用板块中，教材为学生创设了运用本单

元新语言知识的大量有意义的情景，通过围绕中

心话题的综合性活动和任务，培养学生运用语言

的综合能力；同时设计了复合技能培养的内容，
如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听 与 写）、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读与说）等。

（三）教材功能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教育转

向凸显以生为本的理念

英语 教 材 功 能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１）呈现语 言 观 与 学 习 观。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７）
认为，外语教材的功能包括 “体现一种对语言本

质和学习本质的认识”［１０］。 （２）组 织 教 学 过 程。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８）指出，英 语 教 材 的 一 项 重 要

功 能 是 “教 材 要 能 有 助 于 教 师 安 排 教 学”［１１］。
（３）反 映 某 种 意 识 形 态。Ａｐｐｌｅ （２００１）强 调，
“教 科 书 总 是 在 维 护 和 张 扬 某 些 意 识 形 态 话

语”。［１２］并认为 教 材 的 内 容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意 识

形态倾向性的影响。英语教材的功能受不同时期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大相径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工作的 拨 乱 反

正和调整也就此开始。在英语学科全国通用教材

出版前，各地仍然以自编教材为主，这个过渡时

期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１年。该时期的英语教 材 基 本

延续了 文 革 时 期 的 编 写 状 况，着 重 意 识 形 态 教

育，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为主要目的。课

本内容选材范围较窄，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阶级

斗争意识。比如，湖南省于１９７８年１月 出 版 的

初中试用课本 《英语》 （第三册）中部分课文标

题可见一斑：第一课 《为革命学英语》，第三课

《为革命锻 炼》，第 八 课 《千 万 不 要 忘 记 阶 级 斗

争》。浙江省 当 时 使 用 的 初 中 试 用 课 本 《英 语》
（第六册）共包括 八 个 单 元，其 中 第 三 单 元 《唱

三首革命歌曲》、第六单元 《走大寨之路》、第八

单元 《学习毛主席语录》。［３］１２１－１２２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外语教育事业随

之蓬勃发展。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期，国家陆

续颁布了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

学大纲》《小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纲要》等文

件，外语教材越来越关注英语语言本身的特点和

发展规律。以中英合编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

级中学教材 《英语》（ＪＥＦＣ）为例，教材的主要

特点之一是对英语语言结构的重视，重视语音，
加强拼读训练；采用对比结构，确定难点。语法

句型由浅 入 深、细 致 安 排；词 汇 列 表、难 点 注

释，由易到难，重复率高等。［１３］该时期的中小学

英语教材按照语言教学规律循序渐进的安排教学

内容，使得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特别是听

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 着 新 课 改 的 深 化，新 时

期的英语教材充分重视以学生为主体，体现以生

为本的核心理念。中小学英语教材已不再像过去

那样把学生看作 “空 的 容 器”，对 学 生 灌 输 知 识

以填塞容器，而是认可和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和 见 解，引 导 他 们 自 主 学 习。［２］４６新 教 材 普

遍在整体设计上将学生的发展作为其出发点和归

宿，比如，在目录中就详细展示了教学内容和目

标，以帮助学生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 习 计 划、
发展学习策略；在每个单元的最后安排了Ｓｕｍ－
ｍａｒｙ （总 结）环 节，要 求 每 个 学 生 自 己 小 结 学

习内容；有的 教 材 甚 至 用 鲜 艳 的 颜 色 突 出 Ｓｅｌ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自我评价）部分，设计相关的问题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我激励，自我监控。教材

尊重学 生 的 生 活 经 验、学 习 经 验 和 英 语 语 言 基

础，使用探究式的方法呈现新的语言材料，在教

材中大量采用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发

现 有 用 的 结 构）、Ｓｕｒｖｅｙ （调 查）、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
ｍｉｎｇ （动脑思考）、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采访）、Ｑｕｉｚ（智
力小 测 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探 索）、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讨

论）、Ｄｅｂａｔｅ（辩 论）等 方 式，使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中获得理智和情感体验。

二、当前中小学英语教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语言选材标准偏低

首先是语言的真实性缺乏。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１）
认为，真实的语言素材 “即指不是专门为教学目

的而设计的素材”。［１４］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８）则在外

语教材的功能中着重强调 “教材应把学生置于语

言真实应用的环境之中，让学生接触在真实环境

中应用的语 言”。［１０］真 实 性 不 仅 体 现 在 语 言 素 材

方面，还应该包括对语言素材的反应。有些教材

为达到教学目的而 “设计”出偏离真实情境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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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内容。如某版小学四年级英语教材中的一篇

课文描述了这么一段对话：

Ｓｉｍｏｎ：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Ｄａｍｉｎｇ？ （大

明，你要什么？）

Ｄａｍｉｎｇ：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ｓ　ａ　ｈｏｔ　ｄｏｇ？

Ｉｓ　ａ　ｈｏｔ　ｄｏｇ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ｄｏｇ？（我不知道，热狗是什

么？是真的狗吗？）

Ｓｉｍｏｎ：Ｎｏ，ｉｔ　ｉｓｎ’ｔ　ａ　ｄｏｇ，ｉｔ’ｓ　ａ　ｈｏｔ　ｄｏｇ．
（不，它不是真的狗，它是热狗。）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外交流的日益加深，在

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西方基本的文化知识已经

被国内许 多 中 小 学 生 甚 至 是 幼 儿 园 的 儿 童 所 熟

知。很明显，这段内容偏离了学生的实 际 生 活，
不符合其心理需求和成长需求。

其 次 是 语 言 的 范 例 性 不 够。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１９９５）指出，现代外语教材的功能中特别强调

“提供正确和适当的语言使用范例”。［１６］教材在选

用语言素材时除了关注真实性之外，还要强调范

例性。目前部分教材中选用的语言素材并不能完

全反应 英 语 国 家 的 社 会 文 化 生 活。比 如，有 关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问答句型在有些教材中，并没

有根据实际语境进行具体说明，导致学生在学习

时出现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问题。此外，教材

中有些 配 图 也 有 类 似 纰 漏，如 部 分 教 材 中 有 关

“三明治”这种食物的配图基本以三角形图案为

主，然而在西方实际生活中，正方形、椭圆形等

其他形状的三明治也时常出现。
最后是语言的人文性不足。英语学科的双重

功能性，要求语言材料除了文字尽量优美，在立

意 方 面 还 要 有 一 定 的 深 度。Ｃｕｎｎ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９５）指出 “教材选材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一

种 ‘隐性的课程’，是教育的一部分”。［１７］Ｒｉｓａｇｅｒ
（１９９０）强调，“语言教材不仅仅是狭义上反应教

学法的发展，而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育系统和

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中”。［７］９０目前国内教材倾向

于将其 主 要 内 容 围 绕 交 际 话 题，以 对 话 形 式 展

开。以某版七年级英语教材为例，其 “预备篇”
第一课：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早上好）；第二课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这 个 用 英 语 怎 么

说）； “正 式 篇”第 一 课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Ｇｉｎａ．”
（我的名字叫 Ｇｉｎａ），第 二 课 “Ｉｓ　ｔｈｉｓ　ｙｏｕｒ　ｐｅｎ－
ｃｉｌ？”（这是你的铅笔吗？）……。虽然英语交际

语言教学目前得到大力提倡，并深入英语教学者

心中，但是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也不仅

仅是为了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往，其内涵中所包

含的人文性被极大地忽略了。
（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比较单薄

语言的双向性要求学习者在目的语输入的同

时，也将母语进行输出。母语的价值在外语教学

中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比重方面应有所加强。

Ｃｏｒｔａｚｚｉ和Ｊｉｎ （１９９９）指 出，在 语 言 教 科 书 和

教材中应该强化 “母 语 文 化 材 料”，即 母 语 文 化

材料以 学 习 者 本 身 的 文 化 作 为 内 容。［１６］刘 润 清

（２００４）强调，“在教授外国文化的时候，不要忘

记提醒学生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学习外国文化不

是为了 全 盘 西 化，更 不 是 为 了 忘 掉 自 己 的 文

化。”［１７］从文 化 角 度 对 目 前 英 语 教 材 进 行 研 究，
不难发现 “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比较突出。无

论是从相关主题、单元配置、文中所配插图等方

面来看，教材中围绕本民族文化选材偏少，且比

较局限和片面。以某版初中教材为例。该套教材

七年级 （上）册中共有１２单元，其中涉及中国

文化的单元 数 量 仅 为１个，而 外 国 文 化 则 在１２
单元中 都 有 呈 现；而 七 年 级 （下）册 同 样 有１２
个单元，其中中国文化单元数量占总单元数量的

比例为１６．６７％，而涉及外国文化的比例则达到

４１．６７％。［１８］更让 人 担 忧 的 是，用 这 些 英 语 教 材

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如果从事一线英语教学会导

致 “由于本身中国文化的缺失更加重了这种文化

失语现象”。［１９］

（三）思想教育性偏弱

英语教材既是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 和 手 段，
也是对学生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媒 介。［５］新

课程标准要求教材中赋有思想情感教育以提高学

生的道 德 素 质。然 而 部 分 教 材 在 此 方 面 有 所 欠

缺，如某版初中 英 语 教 材 中 曾 出 现 “ｎｅｇｒｏ”一

词，在没 有 任 何 注 释 的 情 况 下，对 词 意 标 注 为

“黑人、非洲人”，并且出现 “ｍｏｓｔ　ＮＢＡ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ｅｇｒｏｅｓ”（绝大部分ＮＢＡ球员是黑人）这样

的句子。该词来源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Ｎｅｇｒｏ”一 词 引 起 了 黑 人 的 普

遍反感，其成为 “黑奴” “黑鬼”的同义词，被

认为含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目前在西方主流社会

是禁止使用的。对于辨识能力整体上还不强的中

·１１·



小学生而言，这样会造成他们在理解、吸收西方

文化方面的偏差。

三、进一步完善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对策

（一）教材编写渗透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第一，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在语言素材的

挑选方面，新教材应关注各种交际活动中使用的

真实、地道、得体的语言，尽量保证英语语言的

原汁原味；同时，教材应尽量选用经典、规范的

语言材 料，并 根 据 学 生 的 水 平 作 适 当 修 改。因

此，新教材选择的语言素材应该尽可能地取自英

语国家真实使用的语言，如 图 书、报 纸、杂 志、
电台、电视台、网络、广告等各种媒介中所使用

的语言材料。［６］

第二，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语言是文化的

载体，语言本身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密

不可分。这就要求培养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

对优秀文化的认同。因此，新教材不仅要关注物

质文化 知 识，如 饮 食、服 饰、建 筑、交 通 工 具

等，而且要强调精神文化知 识，如 哲 学、文 学、
艺术、科 学、风 俗 习 惯、价 值 观 念、审 美 情 趣

等。只有让学生充分理解文化内涵，才能有助于

其比较 文 化 异 同、汲 取 文 化 精 华、建 立 文 化 自

信，培养文化品格。
第三，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英语学科中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主要通过帮助学生使

用观 察、比 较、分 析、推 断、归 纳、建 构、辨

识、评价、创新等思维方式，增强其思维的逻辑

性、批判性和创新性。比如，在 文 本 理 解 方 面，
新教材应突破以往教材仅仅局限在表层信息的获

取，更多针对学生的思维系统训练进行设计。此

外，在语篇方面，新教材应加强对不同类型的语

篇的选择，如适当增加议论文等语篇选材，为学

生发展思辨能力提供平台。
第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新教材要突出

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合

作与探 究 式 学 习。比 如，在 呈 现 某 个 语 法 知 识

时，教材应 提 供 一 些 与 之 相 关 的 语 言 素 材 和 范

例，引导学生观察该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区别，发

现其语言规则，并通过创设有意义的相关情境，
鼓励学生在一定语境下尝试运用。

（二）教材选材强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新

时期的英语教材应重视在语言学习中渗透文化内

涵，帮助学生形成文化意识。教材在渗透文化内

涵方面应采用多元文化视角。一方面，教材不仅

要关注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还应包括一些

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体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差

异性。另一方面，教材更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呈现，大力彰显中国元素。第一，选材范围

多样化。教材可以增加中国古代优秀科技、灿烂

文化、精湛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如古代中国 “一
带一路”历 史 的 发 展 等。第 二，主 题 挖 掘 深 度

化。教材可 以 增 加 中 国 传 统 人 文 素 养 方 面 的 内

容，加强对传统美德的宣扬，如尊师重道、尊老

爱幼、诚信为人等。第三，思想上紧跟时代。教

材除了关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外，还需积极

宣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教材教诲性需要适当加强

教材的 教 诲 性，指 的 是 教 材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教材的教诲性用社会学的说法是规训性，用

教育学的说法是主流价值观的确立。［２０］教材具有

高度的倡导性和示范性，“教材编写要努力做到

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首先要在语言材料

中体现思想教育的内容；……通过潜移默化的方

式，对学生进 行 思 想 教 育”。［２１］英 语 教 材 既 是 传

播英语语言知识的媒介，同时也是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 重 要 载 体。首 先，教 材 应 该 顺 应 社 会 发

展，反映时代进步的要求。新时期的英语教材应

坚持思想性原则，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有

利于引导学生提高文化鉴别能力，树立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５］因此，教材选材除了 关 注 中 华 传

统美德教育之外，还应该适当增加宣扬爱国主义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如大力

宣传新时代社会主义优秀知识分子代表黄大年先

进人物事迹等内容。其次，教材必须贴近学生生

活，注意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时期教材的思想教

育不仅仅体现在宏观方面，还应该关注学生的日

常生活等微观方面，从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寓

教于乐，做到 “润物细无声”。如教材在宣传节

水教育时，其课文配图应避免出现水龙头没关、
水流满地等画面；在培养学生健康心理教育时，
教材选材应注意考试分数这个敏感话题，避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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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孩子 得 了 高 分 就 高 兴，得 了 低 分 就 难 过 的 插

图、情景和话题等素材，以免误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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