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素质教育喊在嘴上、挂在墙上，应试教育想在心上、抓在手上的现状，每个教师都逃不脱考试的考
验。 而反观当前的考试，都以笔试（做题）为主，要使学生在考场上做“好”题，就必须在平时多做题。

题从哪里来？ 教材自带的配套练习题量少、题型单一，教师自编题，没时间。 怎么办？ 教辅材料应运而
生———解决了教师的燃眉之急，满足了学生应试之需，同时也成就了一些人的生财之道。

面对“教辅”这只“鸡肋”，家长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渴求下无奈买单；学生在教师、家长的良苦用
心下“食之无味”；教师在“以成绩论英雄”的现状下“弃之可惜”。于是，教辅材料就变成了“教负”。 学生的书
包加重了，做题的时间加长了，家长的花销增多了，教师作业的批改量增大了。

如何打破这一现状？
教辅按形式的不同，一般分为软教辅和硬教辅。 所谓软教辅，大多是以期刊、报纸形式，以培养学生基

本素质为主；硬教辅即常见的习题集、课本辅导、试题汇编、竞赛辅导等教辅图书，主要以训练学生应试能
力为目的。

长期以来，硬教辅深受教师和家长青睐的原因，除了为提高学生考试成绩外，也不乏“某些人”从中捞
取“猫腻”。 而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为主的软教辅常常被冷落一边，出现了重“硬”弃“软”现象。

面对品牌繁多、良莠不齐的硬教辅，教师是倡导学生自己去买，还是统一订购？ 抑或是彻底封杀？ 笔者
的观点是既不要倡导学生自己去买，也不要统一订购，而是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选择几种自己购买，然后
从中“二次加工”出适合自己学生练习的“精品”。

成品的“套餐”虽然好，但不一定适合自己学生的口味。 我们不妨把这些成品“套餐”当作食材，按照学
生的口味（学情、生活实际等）“添盐加醋”重新烹饪，做成“精品餐”，从而把成品的“套餐”变成自制的“精品
餐”，和“主食”（教材）结合起来用，让学生吃饱，吃好，吃出味来。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减
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对于软教辅，我们更不能冷落一边，而是要大力倡导，可通过向学校图书室借阅、班级统一订阅、倡导
家长购买等途径解决。 班级订阅的费用可以让学生自筹，如捡垃圾瓶、收集废纸、节省零花钱等，切不可向
学生统一收取。 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故事会、演讲比赛、作文竞赛、办手抄报、学生自主命题等形式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 让软教辅成为浸润学生心灵、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素质的“营养餐”。

综上所述，对于“教辅”的使用，我们要主、辅结合，“软”、“硬”兼“使”。 发挥好教材“主食”的作用，把硬
教辅做成“精品餐”，把软教辅促成“营养餐”，让这“一主两餐”成为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华亭县皇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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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富

“小利”拷问师德

网眼·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教辅”，让人欢喜让人忧

香山夜话

“教辅”之痛：想说爱你不容易

惊蛰雪：尽管媒体上经常呼吁家长不要滥买教辅材
料，主管部门也一再严禁学校推销教辅材料，但教辅材
料仍然是中国最畅销的“图书”。

罗义安：教辅材料虽然是“过街的老鼠”，但没有“人
人喊打”，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教辅材料的编写者、出
版者和发行者有利可图，教辅材料一路畅销。 教辅材料
进校园、进课堂，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严重影响到学
生的身心健康，学生敢怒不敢言。 教师向学生推荐教辅
材料时，教师已经不是教师，而是教辅材料的推销员。

张富群：向学生推销教辅材料害处多。 其一是造成
浪费，加重了家庭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 其二是干扰学
生正常学习，不利于学生“双基”的形成。 其三是加重了
学生课业负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

坤子：“教辅”无罪，罪在“腐败”的利益链条。教辅材
料作为教和学的辅助本身是无罪的，但是为了膨胀的欲
望，为了中饱私囊，一条散发着恶臭的腐败链条捆绑了
良知，层层叠加，把家长和学生压在了底层，“教辅”变成
了“教腐”。

“教辅”之重：忘记你我做不到

独孤九剑：教辅材料的存在还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的。 有的城区学校班级容量过大，教师实在无暇自己出
题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就以教辅材料来做帮手。 某
些农村教师无力自己编写检测题， 就用教辅材料充当。
若无教辅材料，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可能会打折扣。

刘志奎：课堂，只是给学生找到了打开知识宝库的
钥匙。 课堂之外的学习活动该依托谁？ 唯有教辅材料。
“辅”是为了教得更好，学得更充分，开卷必有益。 好“教
辅”是对课堂教材的深入和补充，浓缩了每一节课的精
华，能帮助学生灵活掌握课堂重点，为学生的预习、理解
和复习提供最好的帮助。好“教辅”可以给学生提供不一
样的视角，拓展思路，增长见识，是教师备课的好帮手，
也是家长们帮助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好抓手。

文虎：对于我们乡村学生而言，教辅材料确实有其
生长的土壤和天地。它给很多家长和教师提供了进一步
教好学生的“良方”，虽然需要付费，但受惠的是学生，也
可以说是家长和教师。 提起教辅材料，大凡重教育的家
长都不会反对。 尤其是对乡村学生而言，除了课本就几
乎再也没有其他摄取知识的途径，更不要说有选择性地
学习了。因此，在科任教师或者其他同学的推荐下，有选
择性地购买几本教辅材料，我认为利大于弊，有益于学
生。

常超：有质量的教辅材料是学生的精神食粮，能拓
宽学生的阅读空间，丰富学生的精神家园。

“教辅”之用：众里寻她千百度

惊蛰雪：应该严格规范教辅材料的出版。我认为，应
该大大提高教辅材料的出版门槛，对盗版以及其他非法
出版的教辅材料查处更严厉一点，改变“教辅”在校园喧
宾夺主的状况。让教辅材料少一点，再少一点，真正减轻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再也不要让教辅材料成为“必读
书”。

涂富高：我所见的教辅材料质量就一个词：劣质。字
号小，一般字体是五号及以下；纸张差，像秦汉时期的丝
绸那样“飘飘然”。如此劣质的教辅材料使得师生的眼镜
度数越来越高。业界呼唤一种质高、价廉、量适的国家级
教辅出现。质高，即高质量，题的水平高，印刷质量好，排
版好，纸张好，字号符合常规要求，不让师生看着吃力。
价廉，即价格符合市场规范，无暴利，教辅材料能物超所
值，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新增家长负担。 量适，指
每节课或每单元安排的题量要适度，不要增加学生的课
业负担，也不要增加教师工作负担。现行教材是“一纲多
本”，那么，每一种教材可配一套（种）教辅材料，水平要
高，至少要达省级以上。 所有教辅材料的质量要由省级

及以上部门审核， 价格由各
省市物价工商部门审定。

清泉洗心： 教辅材料并
不都是 “洪水猛兽 ”，关键看
教师用什么，怎么用，什么时
候用。 作为教师， 应该有布
置 ，有检查 ，更要有点评 ，否
则不如不布置， 把时间还给
学生， 让学生自己去选择性
地查缺补漏，自我提高，可能
会更好。

熊振鸿： 我们如何应对
教辅材料？ 第一，不要被蝇头
小利抹杀了自己的良心。 第
二，要冷眼看待教辅材料。 第
三， 悄悄地做自己的教辅材
料。 第四，改变课堂模式，利
用“导学案”应对“教辅”。

湖北丁锋 ：2008 年我们
学校尝试着一本教辅材料都
不要， 在高一年级试行由教
师来编写学生的课后练习 。
我们先拿个大体框架， 规定
试题的难易度、 练习的数量
和学生能够完成的时间， 然后两个教师一组编一课时。
尽管非常忙，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怀念那段日子。这种
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质量参差不齐，章节之间没
有连贯性，备课组的教师之间也有水平高低的问题。 但
是，我相信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会逐步得到解决，这样的
方式也值得继续坚持。

qsrsf：一是学校教师要根据所使用的教材和学生的
实际情况选定合适的教辅材料； 二是购买教辅材料之
后，教师要认真研读并进行必要的修改；三是不要给学
生增加负担，一门课只定一本教辅材料就足够了。

小眯眼：作为教师都会出试卷，都能编“教辅”，为什

么却没有人积极主动地去做，让学生做自己精心编制的
试卷呢？这恐怕和学校的重视不够有关。另外，多年来形
成的随手用别人编制的教辅材料的习惯也是一个方面。
备课、改作业、出试卷、出教辅材料、批阅、反馈等事务较
多，要求教师自己编制教辅材料，虽然能够提高教师的
业务能力，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学校要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从考核上予以承认，提高教师参与编制的积极性。 自编
教辅材料能够提高教师的教研水平，让学生得到有针对
性的训练，既能减轻学生负担，对学生的成长也有好处。

（以上发言人名字均为网名）

□ 陈志军 姚贺国 整理

教辅，一个令学生、家长、老师、学校纠结的话题，提起它，是几家欢喜几家忧。 日前，教育部称正在加紧修订《中
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并将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散滥问题作为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重点之一。

作为教师，如何看待“教辅”这一问题？ 香山夜话 9 月 22 日邀请网友对此进行了讨论。

如今，市场经济的超强威力无孔不入。
曾被视为一方净土的校园变得喧嚣， 作为
“传道、授业、解惑”的为人师者也不免躁动
起来。“校园经济”悄然升温，这损害的绝不
仅仅是师生关系， 更是对教师尊严与职业
道德的严峻拷问。

概括起来，“校园小利”有如下几种：
第一，强售教辅材料。 教辅材料的大

量使用在初、 高中阶段已是再普遍不过。
如果是学生自愿去书店买也无可厚非，然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辅材料往往是教
师推荐，教师经手，教师得利。由书商盗版
的教辅材料，经教师之手，发至学生，少则
一倍之利，多则两倍之利。 此情况在相当
一部分教师中已是心照不宣，且有竞相仿
效之势。

第二，巧卖学生书籍。每逢学期临近结
束之际， 总有不少收废品的商贩频繁光顾
校园，他们主要的客户是教师，少则卖出一
二十斤，多则一二百斤。 这些废书、旧作业
本来自学生，且美其名曰“学校检查”。学生
对此心知肚明，只是那层“窗户纸”还未捅
破而已。

第三，代收补课费。尽管各级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
中、 小学教师利用节假日补课或者有偿家
教， 但事实是一些地方的学校和教师却置
若罔闻，我行我素。 在利益驱使下，有的教
师为达到增加节假日补课或有偿家教的学
生人数之目的，甚至不惜拿出“绝招“———
平时少上或不上新课， 新授内容主要放在
节假日补课时再上。

第四，硬性预订早餐。 不少地方的学
校和教师，借“封闭管理”之名 ，硬性要求
学生全部在校早餐 ，并且规定 ，每个学生
一杯豆奶 ， 喝与不喝都得交费 。 更有甚
者，在一些实行寄宿制的学校 ，按照学生
家庭住址距校的远近 ， 硬性预订学生的
早 、中 、晚餐 ，而学校的饭菜质量却不如
人意。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 ， 那就是 ， 违背学生及家长的意
愿，损害学生及家长的利益 ，学校及部分
教师得利。 尽管“利”小，有些甚至不值一
提， 但实际上 ， 它已表明教师师德的缺
失。 “于细微处见精神”，坚守自己心中那
座神圣无瑕的“象牙塔 ”应从一点一滴做
起。 常言道“亲其师，信其道 ”，当那尊原
本崇高与神圣的形象被这些 “不起眼 ”的
小利日积月累地侵蚀后 ， 学生还怎么去
接受课堂上老师信誓旦旦宣扬的 “真 、
善、美”？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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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标准》的要素谈什么是“好教材”
钟启泉
中小学教材选用的现状及其建议
李文革

【视野博览】
·专栏

“付出”让教育更美好
张卓玉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艰巨道路
陈晓民
“为了要教育乞丐成为人”
柳夕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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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
公益广告：特别推荐国家级课程改革权威刊物《基础教育课程》

伴随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杂志应运而生。
作为一本国家级课程改革权威刊物， 杂志第一时间深度解读国家课程改
革方针政策，广泛传播来自课程改革一线具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引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杂志深度策划了“课程改革十年”“课程标
准实验稿实施十周年特刊”“叩问普通高中教育使命———从衡水中学谈
起”“选课与走班”“杰出少年的发现与成长”“以学论教， 少教多学”“重读
杜郎口”“为了学习的评价”“中考高考改革”“高考试题‘红黑榜’”等专题
专刊，引起教育界广泛好评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为此，我们特别向您推荐《基础教育课程》———一本真正践行教育理
想的刊物。

我们特别摘登了《基础教育课程》2011 年第 9 期合刊的主要目录，以
飨读者。

我的教育格言：让爱点燃爱
我的教学观： 数学是最美的学科，让

孩子们在数学课的舞台上和我一起共舞
人生。

我的教育生活：虽然我是一名农村教
师， 却没有因环境差而放弃追寻梦想，没
有因条件劣而敷衍教育之路。 2000 年，我
踏上三尺讲台， 开始教育梦想的跋涉，年
轻气盛并没有让我的教育生涯走入正轨。
2009 年，是我教学生涯的转折，我成了一
个“问题”班级的班主任，没有班主任经验
的我无法把控这样一个班级。 幸好，我接
触了博客，认识了很多名师，从中学到了
很多有效的经验，并逐渐地找到了教育的
真正方向。

作为一名教师，只有热情是做不好教
育的 ，有了热情 ，还要有学习力 ，要去实
践，更需要反思和总结。 之后，我就不断与
有着教育信仰的课改人学习，也让自己不
断地成长起来。 教育一群“问题”学生，我
需要懂得专业知识，学习心理学和家庭教
育。 除此之外，“三尺讲台”才是解决问题
的根源，我要让孩子在知识的殿堂中学会
做人，我要转变课堂，让孩子真正成为课
堂的主人、学习的主动者。

李素怀， 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
屯第二中学数学教师，网名素儿。 她
喜欢和孩子一起成长， 喜欢用文字
记录自己和孩子成长的点滴。

俱乐部活动·最美女教师（选登）

“教辅”不是“教负”
□ 禹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