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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新教材
“新”在哪儿？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对于新教材的“新”特点，总结来
说，新教材更关注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
能力的提升。新教材，强调要突出学科
思想方法和探究方式，强化实践，推进
跨学科主题学习，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
力等。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
示，新教材主要体现三大变化：

一是全面系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教材

修订坚持一体化设计，结合各学科特
点，细化具体安排。例如，在道德与法
治教材中，全面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
历史地位，并结合相关学习主题介绍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二是突出文化育人功能，进一步丰
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例如：语文教

材，从《诗经》、诸子散文、汉魏古诗，到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均有涉
及，另外也有反映传统文化的现代文，
全套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文共
353篇。语文教材还增加了红色经典篇
目，新选入了《雷锋日记二则》《井冈翠
竹》《山地回忆》《我是青年》等课文。此
外，语文教材增选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篇目，比如，反映黄文秀事迹的
《青春之光》，反映新时代航天员、戍边
英雄、科学家、教育家、一线劳动者事迹

和精神的篇目，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
信》《“蛟龙”探海》《天上有颗“南仁东
星”》等，全套教材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选文共计54篇。

三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等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教
材。例如：历史教材新增中印边境自
卫反击战和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内
容，让学生深入领会国家安全是头等
大事、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道
理。此外，教材还通过增选篇目、设置
专题等方式，加强劳动教育、国防教
育、科学家精神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等。

“家长们，如果你们认为这只是普
通的教材变动，那就大错特错了，掉队
的就是你家的孩子”“整本教材大换血，
英语单词数量暴增，新教材直接提升到

地狱般的难度，新初一的孩子们太难
了”……线上，在几大短视频平台搜索
“新教材”，这样“危言耸听”的视频不在
少数。而打着“新教材”名义售卖各种

教辅材料的主播，更是把自己的练习
册，说成了孩子提升成绩的“神器”。
“全线升级对标新教材”“新教材新

题型新方法”……线下，部分培训机构
在宣传秋季培训课程时，同样把“新教
材”作为了招生噱头。而在部分工作人
员的口中，同样是更换新教材给学生带
来的挑战不能小觑。“我们的老师都是
经过了专业的培训，将帮助孩子迅速适
应新教材。”记者以家长的名义在一家
机构进行咨询时，前台负责招生的老师
这样告诉记者。

每天被这样的信息所包围，新初一
学生家长李女士十分焦虑。“都说新教材
难度比过去大很多，孩子正好赶上了，就
怕他不适应，跟不上。”为了缓解焦虑，也
为了让孩子能够快速适应新教材，李女
士不仅给孩子购买了三套教辅材料，还
为孩子报名了网上辅导课程。与李女士
相似，因为孩子即将在新学期“遭遇”新
教材而焦虑的家长，不是个案。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2024年义务教育
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22年版课
程标准修订）》，语文教材主编为温儒敏、
王立军。针对此前网络平台及家长们对
于新教材的种种猜测，温儒敏也通过社交
平台发布了关于新教材的相关说明。

他表示，这次修订，是为了更好体
现2022年版课程标准的要求，而并非
重编。修订版变化不大。课文只有少
数增删，增强时代性，栏目减少，拼音识
字适当降低难度；初中每个单元增加一
个“阅读综合实践”。
“之前网上屡有借我名义胡编和炒

作的，这回澄清了，不是又要搞什么‘新
花样’，并没有出现什么‘大变动’‘大语
文’‘大任务’之类。老师和家长放心、安
心，遵循课标精神，尊重教学实际，就能
用好统编教材。”温儒敏强调。

对于家长们的焦虑，特别是为此购
买大量教辅材料、报名辅导课程等做法，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其实非常没必要。“孩
子只要在学校跟着学校的教学进度进行
学习，在课堂上跟住老师，完全可以很好
并很快地适应教材改革。”

名师解惑

提升核心素养 删减一些写作任务

天津市初中语文教研员龚占雨：

1.全面落实任务要求，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七年级增加“活动·探
究”单元，体现任务、情境、整合等新课程理念。新设“阅读综合实践”栏目，
体现整合、实践等新课程理念。“专题学习活动”进一步整合了学习情境、学
习任务、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使之更加符合学习任务群的要求。

2.新教材重点改造写作实践题目，删减一些过旧、存在重复、不好操
作的写作任务，重新设计一些体现时代风貌、反映时代精神、贴近学生生
活，能够引导学生关注新时代发展成就、思考国家社会责任的题目，有机
融入主题教育元素。

3.优化全书框架结构，增强教材的整体性。整合板块和栏目数量，凸
显教材内在脉络。完善双线组元方式，强化单元一体化设计。

优化呈现方式 提升插图质量

天津市初中数学教研员刘金英：

新教材紧紧围绕数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初中学生的认知心理，结合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中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及其教学的研
究》《初中数学教材修订前期专题研究》等系列课题研究成果，秉持编研一
体，在内容选择、组织形式、呈现方式上进行了优化，修订了章节引言与章
小结、加强了综合与实践内容、提升了插图质量等，充分彰显了价值观、思
想性、发展性、过程性、联系性、适切性、文化性、融合性的鲜明特色。

融入传统文化 使用更加友好

天津市初中英语教研员王洋：

1.修订版教材着力精选语言素材。新教材所选材料真实地道、价值
导向正确且具有时代感。既能帮助学生提高实际英语语言运用能力，也
有助于引导他们关注社会发展新变化。同时，材料选取全面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中华文化的积极性。

2.修订版教材聚焦优化整体架构。修订版教材编写思路清晰易懂，
教学板块划分明确，便于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修订版教材的编写严格遵
循新课标的理念和要求，以单元呈现内容，以主题为引领，以语篇为依托，
融入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等学习要求,突出单元整体教学的育
人功能。

3.修订版教材有效降低使用难度。教材充分考虑学生需求，从单元
框架设计到具体板块设计，搭建了许多有效的支架，对学生的使用更加友
好。比如:Understanding ideas 板块和 Developing ideas 板块的读前活动
关注主题词的初步理解，并在读后活动及子主题输出活动中运用及复现，
形成完整的主题语言知识脉络。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提出，根据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将于
2024年秋季学期陆续投入使用。近日，教育
部《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
（根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印发。据了
解，关于新教材的使用问题，教育部前期已作
部署，我市相关工作一直在平稳有序推进
中。新教材有什么变化与特点？学生和老师
又该如何应对此次教材“升级”？记者就学生
和家长较为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新教材 有啥变化？
问题2

新教材 难度大吗？
问题3

中学

开学前，新星小学教师研读新教材，准备新教案。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欣

开学第一天，鞍山道小学一年级新生拿到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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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相关要求，今年9月将在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
数学、英语、科学、音乐、美术、体育8个
学科和初中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数
学、英语、地理、生物学、物理、化学、音
乐、美术、体育12个学科的起始年级更
换使用新修订教材以及开设《行走的大
思政课》《体能训练》《快乐英语》三门地
方课程。

这个9月，天津也将在义务教育阶段
所有学科起始年级开始使用新教材。“新
教材是根据国家2022年义务教育新版课
程标准编写的。也就是说，从新学年开
始，义务教育阶段将正式进入‘新课程、新

教材’的使用阶段。”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我市从2024年秋季开始，
将分年级、分学科三年逐步用新修订教
材替换旧版本教材。2024年秋季，九年
一贯制学科从起始年级换新教材，即小
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所谓“九
年一贯制学科”，指的是语文、数学这类
从一年级到九年级都有的学科。非九
年一贯制学科，从起始年级开始使用新
教材。所谓“非九年一贯制学科”，指的
是历史、物理、化学等，例如，秋季八年
级物理就要换新教材。

具体来说，就是今年秋季学期更换

小学阶段一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数
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三年级英
语；初中阶段七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
历史、数学、英语、地理、生物学、音乐、
美术、体育，八年级物理和九年级化
学。2025年秋季学期更换八年级道德
与法治、语文、历史、数学、英语、地理、
生物学、音乐、美术、体育，九年级物理，
小学二、三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数
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四年级英
语。2026年秋季学期所有年级完成全
部更换为新修订教材。

按照《教育部2024年义务教育新修
订教材使用实施方案》和《天津市教育

两委关于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修订教材
使用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要求，2024年
秋季，凡是教授新修订教材的教师，必须
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
原则。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证所有教授新修
订教材的教师都要保质保量完成培训，天
津市教研部门初步按照“市级骨干培训者
培训—区级全员培训—校级跟进培训”的
三级递进式培训模式“应培尽培”。

此轮市级培训采取线下和线上相
结合的方式。据统计，参加培训的教
师线下达 4000 余人，线上达 18000 多
人。目前，我市已完成三科起始年级
教师的全员培训和各学段、各学科起
始年级新修订教材的培训工作，保证
每一位教授新教材的教师接受过培训
再上岗。

新教材 怎样更换？
问题1

小学

降低教材难度 做好幼小衔接

天津市小学语文教研员何颖：

1.降低教材难度，做好幼小衔接。修订教材精简教材容量，删去或调
整难度相对较大的课文，如一年级上册的课文从14篇减少到10篇，识字
课从10课缩减至8课，识字量从300字调整至280字。

2.延长拼音学习时间。将一个“阅读单元”调整为“拼音单元”，“拼音
单元”数量由原来的2个增加到3个；将难度较大的拼音课“i u ü y w”1
课，拆分为“i u ü”和“y w”2课。通过调整，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加1—
2周，减缓起始阶段的学习坡度，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拼音学习内容。

3.优化序列层级，强化教材规律性。修订教材调整了各单元语文要
素，明晰一年级语言能力发展的梯度，对识字写字编排进行调整，给每个
单元“语文园地”中的“识字加油站”栏目增加了写字教学功能，使得写字
的排布更加科学系统。

单元体例调整 提升学习体验

天津市小学数学教研员任占杰：

1.单元体例调整，提升学习体验。通过教材单元章节顺序调整，即满
足知识的螺旋式上升，又能体现数学知识的逻辑一致性，提升学习体验。
如，原一年级上册教材涉及的“数与代数”领域的第3、5单元，第6、8单元，
分别集中编排为一年级上册的第1、2单元，4、5单元，连续编排凸显整体
性和连贯性，中间穿插第3单元的“立体图形的认识”避免学生因为学习
内容的单一，而产生倦怠感。

2.呈现方式结构化，突出核心概念。在内容呈现上，以数学核心概念及
其反映的基本思想为纽带，逻辑一致地呈现相关内容，符合学生的认知建构
逻辑。如，一年级上册的第1、2单元的“数的认识与加减法”，虽然分成“5以
内数的认识”“6-10的认识”两个阶段，但都是从基数含义、数数顺序、写数、
比大小、序数、分与合六个方面建构数的认识，内容呈现方式一致。

体现素养导向 突出主题引领

天津市小学英语教研员张宏丽：

一是体现素养导向。在发展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上，更加关注
学生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和
终身发展。

二是突出主题引领，语篇依托，活动协同。参照课程标准2022年版
的一级二级主题，精选各册各单元的主题，在此基础上组织语篇和教学活
动，语篇内容和活动形式贴近学生生活和理解能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三是弹性设计。采用必学加选学的弹性设计。学完第一层次的必学
内容可达标课程标准的基本教学要求；第二层次的选学内容，为有拓展学
习需求的师生提供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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