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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团体出书批判小学语文教材

“小学语文有多篇课文故事造假”
有人认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挑刺属于吹毛求疵，与传统教育理念相距甚远

他们是一群老师，兢兢业业，却并不“安分守
己”。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给现行小学语文教材
挑刺，检查样本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
大版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

他们认为，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
儿童化视角缺失、经典缺失、快乐缺失、事实缺失。
尤其是关于母亲的描述，基本属于一个病态的形
象。甚至有些文章杜撰，比如爱迪生救妈妈。

他们给出的最终结论是：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有人说，他们的挑刺属于吹毛求疵，为了批评而

批评；也有人说，他们的挑刺与传统教育理念相距甚
远，不敢苟同。

他们说，并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来
审视祖国未来书中的课本。

他们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意为“其成员均
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晚报记者 王战龙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专
为小学语文教材挑刺儿

《开明国语课本》走红得很突然，似乎在一
夜之间。

这本由叶圣陶撰写，丰子恺手绘的民国小
学语文，1932年出版。

2005年，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
图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

出版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销售不温不
火，直至 2008 年，销售突然呈上扬趋势，2009
年一度脱销。

与《开明国语课本》走红同步，一个民间团体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救救孩子——小学
语文教材批判》的研究报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有人甚至猜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
联系，比如后者是前者的幕后推手？

蔡朝阳，浙江绍兴稽山中学老师，从业 15
年，《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作者
之一。他说，一切只是巧合，两者并不存在必然
的联系。

但，不可否认，《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
材批判》将教材拉下了权威的神龛，也间接掀起
了民国教材走红的波澜。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最早见
诸网络是在2009年5月，标题为《孩子仍在小学
语文课堂里服毒？你所不了解的真相》。

蔡朝阳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研究想法的是
原杭州外国语学校老师郭初阳。

当时，郭为《读写月报新教育》撰写专栏稿
件，主要就一篇小学语文课文进行分析点评，发
现小学语文教材问题多多。与《读写月报新教
育》杂志执行主编李玉龙商量后，他们决定组织
团队进行系统专项研究。

2008年 10 月 18 日，在浙江萧山召集一些
核心成员开会，并确定了研究的主题：“母亲·
母爱”。

他们自命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意为
“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参与“第一线”的20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
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
——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分析。三
个小组负责人分别为郭初阳、蔡朝阳和吕栋。

他们研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是
病态的，只有两张面孔。

研究团队将3个版本教材中关于母亲的课
文全部列出，并进行评分和点评。

判断原则是：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
化的要求、是否真实、是否有切实性。

蔡朝阳介绍，他们收集的是一到六年级
的语文课本，一共是 12 册。再加上是三套教

材，所以手头上是 36 本书。专题小组一一进
行点评。

总的来说，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
大致分两张面孔：苦大仇深型和道德完美型。
比如苏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花瓣飘
香》；人教版中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
版《母亲的纯净水》。

研究小组认为，这些课文中的母亲形象是

不健康的，这些家庭也是压抑的。
另外，人教版中的《日记两则》、《看电视》；

北师大版的《流动的画》、《妈妈的爱》，已经失去
了该有的逻辑，将母亲形象描绘得完美无瑕。

在总评中，蔡朝阳指出了上述 3个版本的
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
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
缺失。

这是第一次有系统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
挑刺。

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
的思考在教育界很少见；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
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郑宇对
此回应称：教材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教材编者
对“什么样的教育对教育主体来说是有意义
的”这一命题的思考，关系到我们要培养什么
样的接班人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作为国家
意志的体现，教材价值取向的确定，必然要与
国家制度本身的性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未
来社会对人发展的要求等诸多因素相联系。

而对于被广泛关注的《爱迪生救妈妈》造
假，苏教版小学教材编纂者——苏教版小学语
文教材教学参考书副主编朱立奇回应说，江苏
教育出版社也曾考据：根据查阅的资料，最早
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出现在1723年。

“故事不是历史，从目前来看，文章并不存

在主观造假，也并没有造成恶劣影响，说造假
害了孩子，有点言过其实。”

也有言论称，教材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可
能全部经典，也不可能全部都从儿童的角度选
择文章，以此为由质疑“经典缺失”，无法立足。

在小学阶段，语文两个字应该理解成“语
言、文字”，在这个阶段把字写好，打好基本功，
培养好语文学习的习惯是第一位的。

文章入选课文还需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
能力，有时候限于篇幅、生词，或是文章太深奥
了，也会进行改动。

对这些评论和批评，蔡朝阳认为，“我们并
非说我们的观点全部正确，而是要通过我们的
努力让小学的教育有更良性的发展。”

他说：“跟 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
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了明显
进步。”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
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希
望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在对于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挑刺的同时，他
们也开始积极寻找他们认为合适的教材范本。

他们也列出了自己所认为的 12篇优秀文
本，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推荐理由。

比如，席慕蓉所著《透明的哀伤》，推荐理
由为：一张多年前的卡片，“自己也忘了”，却在
生活中的某一天，突然呈现于面前，“然后，我
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倏然而至，无须转
折，“那一刹那里”，我发现自己、发现母亲、发
现母爱，发现了母亲爱我的最大证据，而这却
可能是我爱妈妈的“唯一的证据”——母亲选
取并珍重的一张卡片，须臾之间显示出令“我”
心动、心痛的面目。

蔡朝阳说，他们理想化的小学语文教材应
该是：语文应该回归语文本身；有儿童化的视
角；带有前瞻性、引领性的一些公民素质教育。

他认为，要想解决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存

在的问题，应该做到三点：一是集合时代最顶
尖的学者亲自参与教材的编纂；二是进一步推
动教材的自由和开放，不再指定统一的教材。
让一线的老师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充分挖掘儿童的语言潜能，培养孩子们正确的
认知方式和人生态度。

他告诉记者，“第一线”已经编撰的一套暂
命名为“智慧树果子”小学生读本已经基本完工。

“一套6本，每本都在 5万字以内，是我们
约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写的，作者有大
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
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
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用孩子们
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讲一些他们应该懂得
的道理。”

他们也在积极筹备一套关于他们自己所
认为的理想化小学语文教材。

他们研究发现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

“我们挑刺，是为了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被指造假的部分小

学语文课文
1.《晚上的太阳》（苏教版二年级

下册）
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

因为广为流传，没有人想到要去考
证其真伪。但该书的研究结论让人
们大跌眼镜：“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
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
术的论述是 1886 年。爱迪生生于
1847 年，电灯发明于 1879 年，1886
年他已经是一个 39 岁的已婚男人
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
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
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
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2.《云雀的心愿》苏教版四年级
下册

文中有“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
汗水”的描述，研究小组认为鸟类没
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3.《乌鸦反哺》苏教版三年级
下册

研究小组认为，生物学已经证
明乌鸦没有反哺的习性，可是这篇
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方式在讲述
反哺的故事。

4.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14课
《检阅》

研究小组认为，文章中说的是
临近 7 月，波兰准备国庆节。但事
实上，1989年底，波兰人民共和国改
名为波兰共和国。而1991年4月5
日，波兰国庆的时间由 7 月 22 日改
为5月3日。

被指造假的小学语文课文《检阅》

“第一线教
育研究小组”出
版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