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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统一
入学先学汉字再学拼音
传统文化占教材的30% 大人要和孩子一起读书

从今年秋季开始，金水区
的小学一年级将使用“部编本”
语文教材，沿用多年的“苏教
版”语文教材不再使用。从去
年开始，郑州市内其他区已经
试行部编本教材。

至此，郑州市从小学一年级
开始统一了语文教材。
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 文/图

老师青睐“部编本”教材
在金水区文化路二小教导主任赵

健娜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两本语文教
材，一本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
学语文一年级上册教材（简称“苏教
版”），一本是教育部审定、由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教
材（简称“部编本”）。

虽然其他年级依然使用以前的教
材，但是不少小学语文老师对更换教
材表示乐观：“说不定，其他年级的教
材也会加快更换成部编本的步伐。”

正是因为对新版“部编本”教材充
满了认同，觉得部编本教材更适合小学
生的学习认知和发展规律，经验丰富的
语文老师们才会有如此肯定的想法。

中原区从去年开始更换部编本。
中原区伏牛路第四小学的教导主任闫
老师表示，通过一年的使用，部编本教
材更受学生欢迎。活泼的版面编排、
朗朗上口的古诗词，展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而“和家长一起读”的亲子阅
读环节，更是拉近了父母和孩子之间
的距离。

自从传出“部编本”教材以后，网
上就有说法：古诗词增幅 80%。中原
区一些小学语文老师说，这个数字有
待考证。“目前从已经使用过的小学一
年级上下册和即将使用的二年级上册
的语文教材来看，比例还没有那么夸
张。但是古诗文的篇目的确增加了，
而且未来是趋势。”中原区一位小学语
文老师说。

比如在一年级上册里，除了大家
熟悉的“鹅、鹅、鹅”“锄禾日当午”外，
还有李白的《古朗月行》、李峤的《风》
《汉乐府·江南》等。一年级下册里增
加了《三字经》的节选《人之初》。

更让文化路二小的赵健娜老师感
到惊喜的是，“部编本”新教材在第一
个大单元里就增加了“对韵歌”——云
对雨，雪对风，花对树……

赵老师说，在以往的语文教材中，
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课文，在一册书
里基本上也就两三篇。“新教材里传统
文化的内容占了整册的30%左右。”

曾经作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
宾的王士祥说，传统文化中有能让我
们心灵静下来的一些秘籍。

突显爱国教育，入学先认同“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这是给小学一年级新

生上的第一课。紧接着还有“我是小学
生”、“我爱学语文”。

入学第一课不是认字，不是学拼音，

而是让孩子有对国家的认同感，对自己的
角色定位有所了解。赵健娜说，其实，这
样的课程设置和小学对学生的入学课程
相一致。“从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小

学新生入学，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让孩
子们熟悉学校，熟悉课堂纪律，养成良好
习惯。”

入学先认字再学拼音
在部编本一年级教材中，一改此前

上学就先学拼音的“传统”，第一篇识字
课文就是“天、地、人、你、我、他”。随后还
要学“一、二、三及山、水、火”等简单的常
用字。

一年级语文把拼音学习推后，先认汉
字，再学拼音，而且边学拼音边认字。

“这样安排可以使孩子们对语文的
‘第一印象’不是字母 aoe，而是汉字‘天地

人’。这个顺序的改变是把汉语、汉字摆
回到第一位，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
具，不是目的。”赵健娜老师说，对于刚刚
上一年级的孩子而言，一上来就学拼音可
能会让孩子产生畏难情绪，觉得语文很复
杂，相反的，对于识字而言，更能设计出一
些趣味性。

其实，学拼音是为了识字，是认字的
工具，不是阅读工具。

有教育专家分析，新学期使用部编本
教材之后，将对教学带来直接影响。此
外，新教材对一些家长过早引导低龄儿童
学习拼音，以及死记硬背学习古诗词都有
“纠正”作用。

此外，新教材对于认字的要求也有所
降低，小学要求低年级认识常用字 1600
左右，比以前减少200字，其中800字左右
会写。

新教材对家长有要求：和孩子一起读
“我常常向一些少年朋友建议：在

你们床头柜上应放一些引起你要去读
的书。”——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
正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部编本”新教材增加
了“和大人一起读”栏目。总主编温儒敏
教授曾说，“和大人一起读”是新教材的亮
点之一。大人指父母、老师或其他家庭成
员与亲友。一年级刚上学的学生自己还
不会读，所以让大人和他们一起读。

在赵健娜老师看来，增加这个栏目非
常有意义。“不仅仅是激发孩子读书的兴
趣，更重要的是要和家长一起读。”赵老师
说，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更容易让孩子
刚上学就喜欢语文，喜欢读书。

把亲子阅读编入教材，让家长参与到
教学教育中来，老师们都非常支持。

“我们不能把孩子的教育单独地孤立

为学校层面的事情，而应该看作是每一个
家长甚至每个社会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从教材编排上就将这点纳入进去，不仅能
很好地推动全民阅读，还非常利于为孩子
培养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

但这一栏目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未
可知。老师们认为，这取决于学生的家庭
氛围和家长的学历层次与主动性，受过良
好教育、主动性强的家长即使没有人要
求，自己也会主动做这些。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王士祥也说：“我
们经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今天读了
一篇文章，并不会马上用上，当然也可能
一辈子用不上，但是你没有读，关键时刻
想用就没有。”孩子们的学习是急不来
的，需要慢慢积累，在多读、多看、多记、
多体悟的过程中，把传统的东西变成自
己的东西。

新教材传统文化占30%

新旧教材（右边是新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