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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科书多样化的开端

———“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研究

方成智

( 湖南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教科书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开

始走向多样化。在原国家教委的统筹规划下，产生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总体来看，“八套半”教科书具

有全新的编辑思想，多元的编辑队伍，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灵活多样的编写形式等特点，对推进义

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教科书; 义务教育;“八套半”

中图分类号: G423．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23X( 2012) 01 － 0178 － 03

一、“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的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

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实行

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

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
［1］( P400) 1986 年 4 月 12 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它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育

开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就对课程

和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形势发展，人们逐

渐认识到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与我国人口众多、各
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极不相符; 再加上编审

不分，导致教科书质量难以突破。1985 年教育部

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

( 试行) 》，指出: 今后中小学教材的建设，把编写

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写，各省市

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和专家可以编写; 全国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审定后的教材由教

育部推荐，供各地选用。［2］( P38)

1986 年 9 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在

北京成立。1987 年 10 月国家教委正式发布了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

教材审定标准》和《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3 个文

件，成为教科书审查的依据。从此，我国中小学

教科书制度开始从国定制到审定制，从编审合一

到编审分开，教科书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走

向多样化。

二、“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概况

1988 年，国家教委制订了《九年制义务教育

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其中提出: 根据现有条件，

设想用四五年时间，逐步完成四类教材的编写工

作: 一是教材内容达到教学大纲要求，面向一般

地区的“六三制”教材，二是教材内容达到教学大

纲要求，面向一般地区的“五四制”教材，三是教

学内容略高于教学大纲要求，面向经济发达地区

的小学和初中教材，四是教学内容基本达到教学

大纲要求，面向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学和初中教

材。每个类型还可以编写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

教材，四种类型中既可有成套的教材，也可有单

科的教材。［3］( P201)

据此，在国家教委的统筹规划下，人民教育

出版社编写面向全国的“六三”和“五四”两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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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教材各一套; 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一套“五四”
学制的教材; 广东省编写面向沿海地区的一套教

材; 四川省则编写一套面向内地和西部地区的教

材。河北省编写一套农村小学复式班的教材，这

套教材因为没有初中部分，因此被称为“半套”。
八家师范院校联合编写一套要求较高的六三制

教材。此外，受国家教委委托，上海编写面向发

达城市地区的六三制教材; 浙江省编写面向发达

农村地区的六三制教材。由此，产生了“八套

半”义务教育教科书。

三、“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总体特点

( 一) 全新的编辑思想

第一，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宗旨。各套教

科书都注重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思想，力求体现义务教育的性质、任
务和要求，着眼于全体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为

培养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第二，强调突出特色。各套教科书在统一基

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

情，突出各自的特色，各编写单位在教材内容的

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风格和不同层

次，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
第三，树立竞争意识。国家积极鼓励 各 地

方、各单位乃至有条件的个人积极参与教材编

写，希望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

量的提高。
( 二) 多元的编辑队伍

一是编写队伍的多样性。第一种是由国家

级专业出版社组织编写，如人教版。第二种是由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即上海版、浙江版

和河北版。第三种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

等院校合作编写，如广东沿海版、四川内地版。
第四种是由高等院校单独或联合组织编写，如北

师大版，八院校版。
二是人员构成的多元性。人民教育出版社

参加九年制义务教材编写工作的有 400 余人，其

中专职的编写人员和教材专家 200 余人，另外聘

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科专家 200 多人，各学

科设主编、顾问。［4］四川内地版则聘请了中小学

高级教师、教育科研人员、高等师范院校专家教

授共 250 多人组成“三结合”编写队伍。［5］浙江版

则由浙江省成立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成员包括

教研员、中小学教师，大专院校教师和编辑人员

共 160 多人，并聘请了一批学科专家担任学科编

委会顾问或审稿工作。［3］( P216)

( 三) 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

一是思想教育寓于各学科教学之中。各套教科

书在选择教材内容时，都力求结合该学科的特点进

行思想品德和国情教育。如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一

册，其课文选择从《我爱爸爸妈妈》、《我爱老师同

学》、《我爱五星红旗》、《我爱万里长城》到《我最爱

伟大的祖国》，通过从学生身边最亲近的人和物谈

起，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6］

二是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各套教科书都注重

依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对教材结构和体系作相应调

整，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 上海版《中国历史》第一

册，把彩页设计为绪论的形式，以连贯的画面，叙述

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历史，以及怎样学历史。
《大泽乡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开国大典》
三幅彩图反映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奋斗

历程。《黄帝陵》、《长城》等十一幅画面展示了中华

民族五千年来的灿烂文明。而由《孔子》、《屈原》等

十二张人物邮票构成整幅彩页则显示我国人才辈

出，各领风骚。最后还以《老师讲课》、《参观殷墟》
五张照片呈现了学习历史的各种途径。这样的设计

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7］

三是关注“双基”，关注能力培养。各版本的

教材都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同时通

过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验教学等，注重夯实学

生知 识 基 础，发 展 学 生 智 力 和 培 养 学 生 能 力。
如: 沿海版初中生物教材从学生熟悉的生物现象

入手，引发学生积极思考。然后按照从具体到抽

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引导学生逐步认

识生物的形态、结构、功能，理解生物学概念和原

理，得出科学结论。这样使得学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大大提高。另外，这套

教材共安排了 38 个实验，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科学实验能力和操作能力。［8］

( 四) 灵活多样的编写形式

人教版教材是面向全国的，其教材内容的安

排难易适度，富有弹性。如: 其初中语文课文分

为教读、自读和课外阅读三类，练习题分必做和

选做两种。教学条件好的学校，可以把自读课文

作为教读课文。条件差的学校，可以把自读课文

改为课外阅读，其教学时间供教读课文使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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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练习，可以只完成教读课文后的必做题，这也

能达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
沿海版教材开始追求从知识中心走向素质

中心。如其初中生物教材以生命现象为主线安

排知识内容，改变了过去将植物学、动物学和生

理卫生分别讲授的传统，在全国率先实现学科内

部的“小综合”，简化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整个学

科的教学境界。［9］

四、“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意义

“八半套”义务教育教科书的出现，是教科书

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转变的尝试，在我国

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其

意义如下:

第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从一枝独秀向百花

齐放转变，各地区各学校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选

用不同层次的教材，改变了我国不同地区的中小

学生使用同一套统编教材的局面，［10］有利于九年

义务教育的普及。
第二，教科书的审定制，增强了教科书评价

的客观性、公正性，也会导致优胜劣汰的局面，客

观上会促使教科书编写和出版质量的整体提高。
第三，教科书的多样化，需要众多的专家、学

者、尤其是一线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参与编写，无

形中壮大了教科书编写队伍，锻炼和培养了一大

批编写教材的专家。
总之，“八半套”义务教育教科书提升了中小

学教科书的品质，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开始

真正走向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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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the Diversified Textbooks of New China
———A Study on the“Eight and Half Sets”
of Textbooks under Compulsory Education

FANG Cheng － zhi
( Teachers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410128，Hunan，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80s，China's syste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changed from the State standardization

into an accreditation system，with the unified basic requirements but diversified for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planning

by the former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the“Eight and Half Sets”of textbooks under compulsory education came into being．

Overall，these textbooks，produced by excellent editors，best embodied the new ideas，characterized by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onten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aching． The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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