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江苏省启东
市汇龙中学将环境教育作为渗透学科教
学的重要内容加以关注；进入 21 世纪，正
值世纪交替 、千年更迭之际 ，学校以 “十
五”省教改课题 《中学环境教育可持续发
展机制的研究》为切入点开始课题研究和
特色构建；进入“十一五 ”以来 ，学校认真
学习 、深刻领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对普通高中
建设“多样化”、“特色 ”发展的要求 ，敏锐
地抓住十七、十八大和新修党章中的一个
共同、 重要的亮点———生态文明建设，结
合学校教育部重点课题《全国绿色学校辐
射效应研究》，将学校绿色文化建设、生态
文明教育纳入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 ”的宏
大建构中 ，从此启东汇龙中学以 “绿色文
化 、生态文明 ”为核心概念的课题研究和
特色品牌建构进入更深、更高层次。 学校
先后成为由国家教育部门、国家环保部门
联合表彰的全国绿色学校，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联合表彰
的“国际生态学校”，由江苏省教育主管部
门确认的“生态文明课程基地”，由省行管
局表彰的“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被省
教育 、水利主管部门联合表彰为 “江苏省
节水型学校”。

启东汇龙中学的生态文明教育在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理论 、有机哲学 、社会
建构主义等理论指引下反思和重构教
学 ，建构更大的学习任务情境让学生获

得知识和技能 ，实现三个结合 ：即一实
现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的配合补充 ；二
实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有机结合 ；
三实现课堂学习与生态实践体验的有
机结合 。

生态文明理念催生了学校“绿色课堂”
的课改特色

启东汇龙中学经过多年的课题研究与
绿色实践，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内涵，形成绿
色文化的三大特质，将这些特质赋予课堂，
将教师、学生、课程、环境作为系统因子进
行优化配置，建构成与自然打通、与艺术接
通、与心灵沟通的生命课堂。

学校怀着开放吸纳、 取长补短的博大
心态， 向全市兄弟学校推介学校的绿色课
堂，2012 年 9 月启东市“江海星光”高三语
文 、 数学教研活动 ，2012 年 10 月启东市
“江海星光”教研活动暨汇龙中学绿色高效
课堂范式展示活动，2013 年承办 “南通市
高中绿色课堂研讨会” 等进一步展示了绿
色课堂的绿色文化特质。 《新型教学文化下
学生思维特质的培养研究》、《我们的绿色
课堂主张》、《绿色课堂 思辨课堂 高效课

堂》 等一系列成果得以在国家核心期刊和
省级刊物上发表。

生态文明教育将完善生态人格作为育
人新取向

启东汇龙中学将生态文明教育落实到
德性实践中，创设绿色实践的场域，通过生
态实践完善生态人格。 如通过垃圾分类将
废物变资源、变财富、变风景、变健康、变助
学， 使自然之爱转变为人性之爱、 德性之
美。 如在教室一角将垃圾由“丢弃向分类”
转身，所得钱款成立环保基金，先后将垃圾
分类获得的近 2 万元资金用于资助贫穷志
坚的学生完成学业。购买盆景装扮课堂，构
建生物角，实现垃圾变资源、变财富等一连
串的环保行为。 这些成果浓缩成 《绿色行
动》出版，荣获全国校园节能减排优秀案例
大赛一等奖，学校因此参与《全国校园节能
减排优秀案例》的编写。

学校在江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
国绿色小记者———我家乡的节能减排名星
新闻作品大赛” 等大赛中学校的生态文明
创意成果多次获奖。 2014 年 6 月在全市生
态文明创意制作大赛中荣获组织奖。

和谐绿色文化融入学校管理体系

如何将和谐绿色文化的精髓融入学校
管理体系？ 建立绿色高效的制度文化是关
键。启东汇龙中学以省级课题《中学整合型
质量管理体系研究》为载体，把质量管理引
入教学全过程，形成质量监控体系，在教师
研修管理领域引入了质量管理理念， 使教
师专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效果更加明
显。在环境管理领域实施质量管理，形成了
《汇龙中学环境质量手册》， 使环境建设标
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实现有效管理。

正是在这样的和谐绿色文化中， 启东
汇龙中学的教师获得了高度自由的专业化
发展和职业幸福感， 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
时健全了体魄和完善了心智。 在生态文明
课程建设过程中已经涌现出两位特级教
师、两位教授级高级教师，其中一位特级教
师是教育部重点课题主持人， 学校还汇集
了一批学有专长、教有特色、富有影响的教
师， 在 200 多名专职教师队伍中， 特级教
师、 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队伍占三分之
一，正引领年轻教师迅速成长，学校名、特、
优教师梯队已然形成，2013 年学校荣获长

三角地区教育科研优秀团队荣誉。
在绿色高效质量管理体系框架下形成

富有学科个性、 彰显绿色高效特质的教学
模式，如张建春老师的《高中地理“系统建
构 ”教学模式 》、韩险峰老师的 《高中物理
“导·测·评·练”课堂教学模式》、王晓东老
师的《高中数学“小课题研究”教学模式》、
周鑫荣老师的《高中化学开放性教学模式》
分别发表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高
效课堂：模式与案例》地理、物理、数学、化
学卷， 课题研究成果的辐射效应和推广价
值不断显现。

多年来，学校形成“绿色环境”—“环境
教育”—“绿色教育”—生态文明教育链，逐步
确立了“绿色夯基 和谐共进”的办学新理念。
“绿色夯基”，包含了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础
上，夯实师生的身体、思想、品格、能力、创新
等要素的基础。 追求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可
持续发展，使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人与
环境、人与文化整体发展、相互协调。

在“绿色夯基，和谐共进”的教育理念
引领下， 启东汇龙中学坚持特色创建和教
育质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策略，即
使特色内涵丰富发展，也赢得社会、家长的
美誉度，赢得了“看似平凡却奇崛”的赞誉。
这有力地证明了基于环境教育、 可持续发
展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的课题研究既有利
于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也有利于学
校全面、优质、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教师
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幸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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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当教师拥有标新立

异的创造力和自由时 ，
奇迹就会发生。 如果教
师以他最喜欢、 感觉最

自在的方式教学，那他的课就会好得多。
———【美】罗恩·克拉克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
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
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
而成。 ———梅贻琦

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

要浪费时间。 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
大， 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
智慧更远。 ———【法】卢梭

“教师”应该是个具有高超的德行、持
重、明达、和善的人，同时又要具有能够经
常庄重、安适、和蔼地和学生交谈的本领。

———【英】洛克

愚蠢的人需要受教育， 好使他们摆脱
本性中的愚蠢，这是无人怀疑的。其实聪明
的人更需要受教育， 因为一个活泼的心理
如果不去从事有用的事情， 它便会去从事

无用的、稀奇的、有害的事情。
———【捷克】夸美纽斯

儿童不是一个事事依赖我们的呆滞的
生命， 好像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填充的空
容器。 不是的，是儿童创造了成人。 不经历
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

———【意】蒙台梭利

父母不应当硬要自己的子女去做与他们
的直接兴趣毫不相干的事，而应当首先让他们
获得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有效地处理身边的
事务而产生的。 ———【瑞士】裴斯泰洛齐

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卓越是靠牺
牲、试错，以及大量努力得来的。

———【美】雷夫·艾斯奎斯

好教师不必是那些上出成功的课或教
出得分最高班的教师。 好教师是那些有能
力去反思一堂课、 理解什么对了或什么错
了、寻找策略让下次更好的老师。

———【美】金柏莉·奥利弗

语文教育说到底应该是为了促进学生
的个性发展和健康成长， 把学生培养成为
一个合格的、全面的、善于处理生活的普通

公民， 决不能把学生训练成记诵很广博的
“活书橱”，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或大
或小的官吏，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

———叶圣陶

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
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查
自己的人格。 ———【苏】苏霍姆林斯基

天下没有问题儿童，只有问题家长，说
得更恰当一点，只有问题人类。

———【英】尼尔
（褚清源 辑）

媒体看点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央视热播。邓小平的改革从科技和教育入手，寻求突破口。而其中恢
复高考，特别是教科书改革提上议程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教科书作为教育的载体，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从政治挂
帅到人性回归，从千篇一律到多样多彩，新中国成立后的教科书曾经承载了太多内容。 然而，直至今天，尽管关于教科书
的改革从未止步，但远不能用“成功”二字来概括。 教科书，究竟要何去何从？

□ 本期主持：黄 浩

提到教科书，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
恨的。 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
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
都会感觉有点震撼。 但是，我的中学时代，
绝无恨书之感。

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
学还是物理化学，都是薄薄的一本，几根干
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
点，但也厚得有限。 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
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
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
譬如计算水库体积， 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
反修。讲牛顿定理，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
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
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
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
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
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那时的中学，学
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
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
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
把式。

那时的学生， 不恨教科书， 一学期下
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别说语文课的课
文， 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 好些人都认不
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
“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
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
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
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
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
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
希望考上大学。 高考停了 10 年，人都憋疯
了。 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
研的时候。 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
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
研。临阵摸了摸英语，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
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题
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
史考试，大题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 什么事
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点给
分。 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 这个点，如果
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 我没有学
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
通史才得了 60 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
后还是考上了。 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
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
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
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却难有起色。 事实上，
我们的教科书问题， 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
教育的理解上。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

常识的过程。 真理在哪里， 教育者也不知
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
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合乎道理的
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
握，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
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 学生的学习，就
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而教科书
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 就是按照
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
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
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 是相
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
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
出考试的能手。 这也是中国的中学教育令
人诟病， 但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却总能夺
冠的原因。 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
教法和教科书， 对学生的今后作为人的发
展，是相当有害的。 凡是沉进教科书里，学
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
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
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
不出名堂。 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 因为
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 创造力已
经被严重扼制了。

我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
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
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
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
样可以毕业。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
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

教科书的存在， 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
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 而为了应付教科书
里知识点的掌握， 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
阅读。 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
“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
上都对课外书取排斥态度， 认为学生看多
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
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
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 这样的教科书，由
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
理解。 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有相
对的正确性 ，这一点 ，我们的学生并不知
道。 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
将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 比如
我所著的 《共和中的帝制 》一书对于张勋
复辟的探寻与描述，就有悖于教科书上重
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教科书上的意义
是一种成见 ，但不背熟这种成见 ，就难得
高分。 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
消失了。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鸣为腾讯网所撰文章，有删改。）

建国初期教科书被政治挂帅：毛泽
东最主流

在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建国
初期的教科书成了 “提高人民文化水
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
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内容多以革
命史和党史为主。

这种情况下，很多新中国领导人撰写
的文章或是描写领导人的文章纷纷入选教
材， 其中尤以毛泽东作品和歌颂他的作品
最多。不但是语文教材，音乐等教材中也大
量出现对毛泽东的歌颂与赞美。

中苏蜜月期以苏为师：俄语教材一
统天下

建国初期，刘少奇即提出：中国人
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
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当时中国学习俄
语的热潮绝不亚于 20 世纪末期开始的
英语热，俄语教材是外语教材中最多见
的课本。 从 1949 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
民政府就组织力量， 对苏联 10 年制学
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
最初的数学、 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
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
苏联模式的翻版。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
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
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
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
法推荐给中国。 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
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
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
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大跃进”时期“教育大革命”影响
教材：“左”倾思想浓厚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1958 年秋编
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
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
则是反映和歌颂 “大跃进”、“人民公社
化”运动的作品，在“教育大革命”的影
响下，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
册，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
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大跃进”期
间， 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
“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 今
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

“文革”时期变“革命教材”：被毛主
席语录充斥

中国历史进入被称为 “红色年代”

的“文革”时期，教科书的编制工作受到
了严重的影响。 无论哪一科的教科书都
成了政治的宣传册。 领袖崇拜狂潮席卷
祖国大地，教科书选材标准变成了“以
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
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语录、最
高指示比比皆是，任何一个学科都难以
幸免。

由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红卫兵团
体是“文革”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
也是“文革”期间教材中最为典型的形
象。 刚毅的眼神、孔武有力的动作、一身
军装配上红袖标，这是红卫兵的典型形
象， 而他们手中永远握着最有力的武
器———毛主席语录。

1978 年新纪元： 教科书回归教育
工具性质

1978 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
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
完全不一样的新书。 后来有学者评价
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
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
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
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
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
容的现代化改革”。

1982 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
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
行”的要求。 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
领袖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开始
扭转。 领袖成了配角，教科书逐渐回归
工具性质。

当代教科书：逐渐回归人性和真理

当代教科书虽然还有少量政治思
想教育， 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回归正常，
特别是理科等学科的教科书，再也看不
到政治口号和“文革”语录。

而名人进教科书中也都能引起社
会讨论。 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国历
史》教科书中，刘翔被载入史册，同样入
选的还有“东方神鹿”王军霞。 此事在社
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界人士甚至
疾呼不要让刘翔进入全国教材。 而去年
又被媒体炒作的鲁迅被驱逐出教科书，
前段时间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小
学教科书，亦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可
以说，教科书也在经历着变革。

不管怎样，当代教材逐渐回归了本
来面目， 也增添了多样性和人性的内
涵。 教材，包含了时代的发展历程，也影
响了几代人的记忆。

据《新校长传媒》、搜狐教育综合整理

链接：教科书变迁史

生态文明引领学校教育文明的创新建构实践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生态文明教育创新之路

教科书的梦魇

AD

□ 徐 辉 张建春

“拯救”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