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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二泉阅谈”名
师名家导读经典系列讲座第一季
在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
师陈江辉导读《人生设计在童年》
中完美收官。第一季导读活动从
６月中旬开始，历时2个月，共设
置11期，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数
超过50万，助力孩子轻松“悦”读。

2020年，教育部首次发布中
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为助力学
生轻松阅读、高效理解名著内涵，
无锡市全民阅读促进会、无锡市教
科院、无锡叶圣陶教育研究会和无
锡新华书店共同推出公益活动

“二泉阅谈”经典导读活动，邀请资
深名师、学者、专家组成导读队伍，
以“大咖讲书”模式推出“二泉阅
谈”系列讲座，惠及全市中小学生、
家长、教师及广大读者，在江苏省

内乃至全国都是首创。
第一季活动中，主办方先后邀

请11位资深教育专家走进“二泉
阅谈”导读现场：江苏省锡山高级
中学校长唐江澎、全国教育改革创
新优秀教师赵宪宇、《汤姆索亚历
险记》的翻译者朱建迅教授……名
师导读融合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
以学生熟悉且乐于接受的方式开
展导读活动，让学生更易理解和消
化导读内容。主办方表示，“二泉
阅谈”创办的初衷不仅是让学生爱
上阅读，更希望学生体会名著中蕴
含的丰富哲理，在阅读中收获成
长。

据悉，“二泉阅谈”系列导读活
动第二季已在筹备中，将以每周1
至2次的频率，继续为广大读者解
读经典，启迪智慧。 （张月）

昨天上午，在做好严密细致的防疫措施下，江苏省无锡师范附
属小学(阳光校区)的一年级新生，通过自动体温测量通道报到，迎
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陈大春 摄）

涉及语文、历史、思想政治课程

新高一教材“上新”
启用教育部统编版

新学期，高一年级将启用教育部统编版的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
教材。开学前，市教科院组织三科教师开展了新教材集中培训活动。
新学期即将投入使用的新教材主要有哪些变化？教材有变化，少了可
借鉴的经验，老师、学生和家长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应对？昨天，记者采
访了三科教研员以及相关学科教师。

语文统编高中教材强调真实
情境下的学习，重视学生学习的主
体性和实践性。“统编教材重视整
合，一课多文的形式丰富了课的内
涵；单元以主题聚合，更接近真实
的阅读生活；单元学习任务则整合
了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等学习
方法。”市教科院高中语文教研员
李欣荣指出，新教材增加了以家乡
文化生活、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等
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此外，新教
材还强调写作的广度和实用性。
除了整篇写作，读书笔记以及各应
用类文体的写作得到了充分重视。

面对新教材的变化，教师该如
何调整自身教学？李欣荣表示，教
师要在深入理解文本意蕴的基础
上打开脑洞，设计学生有兴趣做的

任务，让学生通过实践建构对文本
的理解。“如戏剧单元，教师可以让
学生排演戏剧片段，让学生自己做
人物分析、写排演体会，如何走位、
何时做何表情、何如拿捏情绪和说
话腔调等都由学生在团队交流中
确定。如此，学生对戏剧文本的理
解就是立体的了。”李欣荣说，教师
要兼顾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
相结合，精心设计出针对每个学习
任务的个性化的评价量表。学会
压制自己“讲”的欲望，将“说”的权
利让渡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自己

“做”的经验，充分地“说”，需要教
师积极改变。

学生“让老师来说正确答案”
的等待意识同样需要改变。“新课
程的教学不再是教师问、学生答的

课堂，而是通过教师设计命题（任
务），学生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学
会沟通和思考，勇于自我建构经
验，获得立足于自我经验的学习成
果。”李欣荣说。“原有课程重视结
果性评价，课外综合实践是它的有
益补充。而新课程倡导的学习任
务则属于学生课程内容，学生更多
的在课内完成，强调评价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合作交
流意识。”李欣荣表示，他们不提倡
家长作为任务的完成者之一参与
到学生的学习中去，影响乃至取代
学生思考、判断、做决定的权利。

“家长可以帮助学生获取完成任务
所需的课程资源，甚至家长本身也
可以成为课程资源，比如成为自己
孩子的采访对象等。

高一新生领取到的历史教材
全套共五册，其中必修教材《中外
历史纲要》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下册为世界
史。市教科院历史教研员许伟介
绍，与2003版课标教材按专题编
排不同的是，《中外历史纲要》上下
册均按通史加专题来编排，根据中
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根
据时序的发展和空间的联系设置
单元内容，中国史设10个单元29
课，世界史则设9个单元23课。“这
种编排体例，教学内容能得到扩
充。每一单元、每一课之间都存在

逻辑关系。”许伟说。
江苏省历史特级教师刘波介

绍，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材内容
不难看出，教材内容注重历史发展
规律。比如世界史部分，展现了人
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
程。教材这样安排可从大的方面
体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
国发展大势”的要求，为高中生的
历史观打下基础，涵养家国情怀。

新教材呈现变化，许伟认为历
史老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提升
专业素养，掌握历史专业知识的同
时还要拓展文化知识，学习教育科

学理论知识，将培养和提高学生核
心素养作为教学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学生在学习中发展历史思维，形
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许伟认为，家长和学
生也没必要因为换教材而焦虑，

“历史教材中每课都设置了多个辅
助栏目，比如‘学习拓展’栏目意在
要求学生拓展思考，拓展的内容一
般是与课文紧密联系却又在课文
里没展开的话题。家长可以在课
余实践陪伴孩子利用社区历史资
源开展有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
之类的访谈，以感悟历史、拓展视
野。”

语文 重视核心素养，学生需学会“自学”

历史 编排体例改变，增强逻辑关系

政治 新教材有“三新”，
需培养融通意识

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包括必修课
程4册、选择性必修教材3册和选修课
程3册。必修4册教材采取总分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览和基础，
《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
文化》分领域进行深入阐释。选择性
必修3册教材则重在培养学生用全球
视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用法律
手段处理日常问题，用科学思维探索
认识世界。

除了编写体系新，新教材的编写
理念和知识呈现方式也有创新。市教
科院高中政治教研员何国良解释道，
新教材注重选取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案
例和材料，通过活动与正文相互嵌套、
问题情境创设、综合探究活动设计等
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便于学生结
合实践理解理论问题、利用理论解决
实际困惑。

何国良认为，高中政治是综合性、
活动型学科课程，新教材涉及面广，内
容跨度大，理论新。教师在加强教材
研读，把握教材理论观点的同时，还需
要拓展视野，不断更新多学科的理论
知识。他表示：“教师要加强议题设
计，创新知识学习方式，通过教学引导
学生综合系统地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
应对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生活问题。”

关于政治学科的学习方法，市北
高级中学教师刘海认为，学生不能照
本宣科地复述理论知识或名人语录，
要注重训练自己运用现象、数据、史实
和理论知识进行论证的能力。“融通意
识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学习中很重要。”
刘海说，高中政治涉及众多学术门类
和广阔的社会领域，学生要在学习中
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通、课本情境
与现实生活的融通、课内学习与课外
阅读的融通。他认为，学生应当多关
心时事，参加社会实践，学会利用网
络、场馆、图书、报刊等资源。此外，要
增加生活体验，针对具体问题运用所
学知识给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学生
可以多参加辩论会、研讨会，针对某些
时政热点问题和生活中的焦点问题进
行碰撞和交流，这对于资料检索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有帮
助。”

（杨涵、陈春贤）

“二泉阅谈”名师名家导读经典第一季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