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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统编教材9月启用，新在哪儿？

2017年8月30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李艳军 责任校对：绍 文

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
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教材，将于9
月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

今年9月投入使用统
编教材的覆盖范围是全国
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
中一年级，2018年将覆盖
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
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
统编教材。即3科教材统编
统用、3年实现全覆盖。

■特色

强调传统文化和革命

传统教育

其中，语文教材收录
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
目，如《纪念白求恩》《为人
民服务》等文章，小学约40
篇，初中30多篇。同时，指
导学生阅读《红星照耀中
国》《长征》等红色经典名
著。

历史教材专门有两册
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建
立、发展，领导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涉
及老一辈革命家40多位；

完整介绍中国抗日战争14
年的史实。

道德与法治教材讲述
了革命领袖、英雄人物、革
命事件、革命故事等具有
代表性的内容。

编出教材只是第一步，
教育部部长助理、教材局局
长郑富芝表示，要建立健全
国家级、地市级、县级三级
培训体系，计划通过3年完
成3科教师全员培训。

此次由教育部统编的
3科教材，将取代原“人教
版”“粤教版”“苏教版”等
各个版本，过去由多家来
编，相互之间有个借鉴创
新。由国家统编以后，如何
保证教材不断地完善和提
高？

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
申继亮表示，将建立跟踪
研究机制。统编教材投入
使用后，教材编写的主要
专家要定期到一线去听
课、走访、和老师学生座
谈。同时，还将建立一些研
究基地，鼓励一些专家就
教材进行更深入系统的专
题研究。

其次，要建立专门平
台，开辟3科教材意见反馈
渠道，便于社会各界对教
材提出意见建议。

此外还要建立定期修
订机制，及时调整和修订
教材，提升教材质量。

■亮点一

语文：拼音推迟一个

月学习

据《语文》统编教材总
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温儒敏介绍，此次“统编
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适度
降低了汉语拼音教学的难
度，把拼音的教学往后推
了一个多月。

新教材课文开始，是
“天、地、人、你、我、他”，接
着是“金、木、水、火、土”。
这样安排的原因，就是要
帮助孩子们建立对汉字原
初的感觉，一上学第一印
象就是汉字。“把汉语、汉
字摆回到第一位置，强调
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
具。”温儒敏说。

此外，低学段的常用

字由1800字减少到1600
字，而且1600字里有800个
字会写就可以，不一定要
求全都会写。还有认写分
流、多用少写、多元识字，
总目标是希望到二年级下
学期，学生可以大致上独
立阅读。

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此次统编语文
教材增加古诗文内容，其
中，小学语文古诗文有129
篇，初中有132篇，以古诗
词为主，还有一些文言文，
并增设专题栏目，安排楹
联、成语、谚语、歇后语、蒙
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

此前网上有说法称，
“统编本”的语文教材传统
文化的篇目增幅将达到
80%，对此，温儒敏表示，如
果从课文统计的话，小学
古诗文选篇总体占比30%
左右，选篇数量有增加，初
中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

关于传统文化古诗文
的比例和增幅，由于教材
课文总体容量不同了，课
文总数减少了，另外学习
内容安排在正文、栏目练

习、课外阅读等，有各种不
同的情况，统计口径不同，
比例也不尽相同。但总体
上，此次统编的语文教材
确实重视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内容。

■亮点二

历史：讲述钓鱼岛历

史渊源

据《历史》教材执行主
编、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
小兵介绍，此次新的历史
教材，一方面，更强调学生
的感受、观察和探究活动，
设计了材料研读、问题思
考等栏目，锻炼学生从材
料中提取知识，分析解决
历史问题的能力。另一方
面，新教材的课后练习不
再是选择题、填空题、名词
解释的机械记忆练习，而
是设计了赏析、分辨、比较
等活动，希望学生在这些
活动当中复习、巩固并且
提升认识，而不是简单地
让学生去复述或者背诵。

此外，历史教材注重加
强民族团结教育、国家主权

和海洋意识教育，以史实为
依托讲述西藏、新疆、台湾
及附属岛屿钓鱼岛、南海诸
岛等作为我国不可分割一
部分的历史渊源。

■亮点三

道德与法治：设置法

治教育专册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
材共12册，教材内容依据
与儿童生活的紧密程度，
由近及远地安排了六大生
活领域，同一生活领域内，
按照学习难度的不同，采
用螺旋上升的编排方式。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共
6册，围绕个人、家庭、学
校、社会、国家、世界展开
编排。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统
编的《道德与法治》，将小学
六年级上册和初中八年级
下册专门设置为法治教育
专册，集中讲授宪法，强化
系统性。小学涉及30多部法
律法规，初中涉及50多部法
律法规，6部条例和司法解
释。 （据《新京报》）

8月15日，福建省发布
了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下称“工资指导线”），明
确企业工资增长的基准线
为8%，上线（又称“预警
线”）为12%，下线为3%。

“工资指导线”自1997年出
台至今已20年，按照惯例，
各省份在每年上半年就会
发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8月21日，全国已有海
南、天津、北京、内蒙古、四
川、山东、福建、江西、山
西、陕西、河南、吉林和安
徽13个省份公布了2017年
的工资指导线，多个省份
的指导线数值与2016年相
比有所下降。

多地均有下调

记者对各省份已经公
布的工资指导线的“基准
线”“上线”和“下线”进行
了梳理。

从各地工资指导线的
“基准线”来看，相比去年
下调的有海南、北京、内蒙
古、四川、山东5个省份，其
中，海南下调了1.1个百分

点，北京、内蒙古、四川、山
东4地下调了0.5个百分点；
福建、江西、陕西3省份基
准线与去年持平。今年有
两个省份的基准线进行了
上调，山西由去年的7%上
调到了8%，吉林的基准线
由6%上调到了7%，两省份
均上调了1个百分点。

从各地工资指导线的
“上线”来看，记者发现，相
比去年下调的省份有海
南、天津、北京、内蒙古、四
川、山东6个省份，其中天

津下调幅度最大，下调了
两个百分点；其次是内蒙
古，下调了1.5个百分点；海
南下调了1.1个百分点，北
京、四川和山东下调了1个
百分点。福建省上线与去
年持平，为12%。山西、陕西
和吉林3省份的上线进行
了上调，都是从去年的11%
上调到了12%，上调1个百
分点。

从各地工资指导线的
“下线”来看，相比去年，进
行下调的省份不多，仅有

海南和内蒙古。其中，内蒙
古从3%下调到了2%，下调1
个百分点；海南从3.5%下
调到了3%，下调了0.5个百
分点。天津、北京、四川、山
东、江西、山西、陕西、吉林
8个省份与去年持平。相比
之下，福建省是诸多省份
中唯一一个将下线上调的
省份，从2016年的2%提高
到了今年的3%，上调了1个
百分点。

总体看，这13个省份
的工资指导线有喜有忧。
喜的是，山西、吉林在下
线不变的情况下，基准线
和上线均进行了上调，虽
然只是上调了1个百分
点，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压
力下能够进行上调已实
属不易。忧的是，多地的
工资指导线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调。其中，基准线、
上线、下线均下调的省份
有两个，分别是海南和内
蒙古；基准线和上线进行
下调、下线保持不变的有
3个省份，分别是北京、四
川和山东；仅将上线进行
下调、基准线和下线维持
不变的是天津。江西的3

个指导线与去年相比未
发生变化。

为什么今年多地的工
资指导线进行了下调？中
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
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整体经济是下行
走势，各省份经济增速普
遍放缓，工资指导线下调
也在情理之中。”

工资要按指导线标准

上涨吗？

企业工资指导线，是
由工资增长基准线、工资
增长上线和工资增长下线
构成，也是政府根据当年
经济发展水平及调控目标
等指标，指导企业工资分
配的一种宏观调控形式。

苏海南表示，工资增
长基准线是指企业工资的
平均增长幅度，适用于生
产正常发展、经济效益增
长的企业；工资增长上线
可称为预警线，适用于经
济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
工资增长下线则适用于经
济效益下降或亏损的企
业。

在各地公布的2017年
企业工资指导线通知中，
记者看到了大致相同的表
述：针对企业不同情况，多
地均提出企业应结合经济
效益、人工成本情况，参照
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
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
和行业人工成本等信息做
好增资决策。

那么，这是强制要求
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吗？事
实并非如此。

苏海南告诉记者，工
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
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企
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
平的建议，虽不具有强制
约束力，但可作为企业与
职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
及企业自身合理确定工资
增长水平的参考依据。

“工资指导线主要用
于指导企业，企业如果要
涨工资，就得有一个区间
作为参照。一般而言，工资
指导线更多的是针对非国
有企业，同时也是国有企
业实行工资总额管理的参
考依据。”苏海南说。

（据《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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