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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网传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语文课本撤掉
了《南京大屠杀》一文。消息一出，网友们顿时开始在
微博、微信、各大新闻客户端上对“忘记历史”的“行
径”口诛笔伐。

然而，当天晚上，网友们就恍然大悟了：又是话说
半句在坑人。

这则消息的前半句正如网传一样，问题是，没说后
半句——《南京大屠杀》一文被换成了同题材的《死里
逃生》。23日晚，语文出版社发出声明，称网传的消息

“与事实严重不符，混淆视听”。
语文出版社在声明中还给出了更换篇目的原因：张

纯如所写 《南京大屠杀》 一书的片段 《死里逃生》，不
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
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
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
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据了解，今年秋季，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
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地 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始使
用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一年级和七年级语文教材。

原来是“虚惊”一场。不过，还是有媒体建议，为
了避免教材修订屡遭误读，应该建立严谨科学编教材与
公开征求意见相结合的机制，让专家学者的编辑行为与
社会公众的关注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教材达到集众人之
所长、汇人文社会发展之精粹的效果。

前几年，语文课本减少鲁迅的文章，引发大量讨
论；收录金庸的 《射雕英雄传》，又引起了争议。为什
么每次语文课本修订，都会成为舆论沸点呢？

综合网友们的分析，主要有 4个原因。首先，课本
影响面大、影响深远，关乎一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每次大讨论都是国人文化诉求的集中表达。其次，课本
上的经典篇目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微微调整都会使
人有感而发。最后，如一些“70 后”、“80 后”网友所
说，“我们现在唯一能看懂的，只有语文课本了”。这话
虽是调侃，但也说明，对于语文，人都有话说，“人人
都是专家”，容易引发讨论。

误会解除了，但是这个话题不但没有冷却，反而更
热了。原因是，网友们想知道，课本还修改了什么地
方？为什么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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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前50多年的中小学
教材都是全国统一编写的，即所谓的“一
纲一本”时代。在这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各
地的中小学通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统编语文教材，是
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出版并长期使
用的全套语文教材，开创了许多第一，例
如，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第一、
编写专家的实力与人数第一等。

200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启动国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正

式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此后，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教材启动实施“一纲多本”制，即
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出版社组织编
写义务教育学科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
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即可发行。各地
区或学校采用哪个版本教材，原则上可以
根据地域特色、学生特点自主选择。一时
间，在教育部语文大纲框架内，各套语文
教材都把追求特色作为目标之一。语文教
材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语文教材
一枝独秀的时代结束，百花齐放的时代开
始。

《南京大屠杀》一文去哪儿了？为什么要更换40%的课文？最近，语文出版社的新版语文课本，
引发的舆论有些波折：从被误解而遭“讨伐”，到澄清事实获得点赞。

事实上，无论是压缩鲁迅的文章，还是收录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每次语文课本修订，都能
引发一次大讨论。语文课本的大讨论，折射出的是国人的文化诉求——注重本土文化，强调人文精
神等。

在很多家长和学生关注、讨论课本大修的时候，有
的家长和学生却很淡定。

“济南用的是人教版，和我们无关。”“成都用的是
北师大版，影响不到我们。”……

据了解，2001年，教育部启动了从幼儿园到普通高
中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推行“一纲多本”政策。
教育部出台教育大纲，各地方可根据大纲来自主选择教
材，而各个出版社也开始编纂出版自己的教材。

目前，中小学语文教材除了语文版外，还有人教版、
北师大版、苏教版、鲁教版等10多个版本。因此，此次语文
版修订，其影响面并非像有的网友想的那么大。

虽然可能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网友们还是很
愿意加入到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在目前的网络舆论
中，语文版教材修订其实只是个由头，很多人是借此事

表达自己对语文与文化的看法。
例如，有网友希望新版教材不要过分“西化”。他

举例说，以前我们学习“矛盾”这个词，使用的是中国
古代卖矛与盾的故事。现在翻开课本，不管是内容还是
配图，都是西方的。“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习属于自己的
本土文化。”这名网友说。

对于网上的“西化论”，王旭明也作出了回应：我
国对教材有十分严格的审查制度，不是个别人和出版社
的意志所能决定，意识形态绝对不会出问题。

有分析认为，语文版教材修订只是讨论的开始。据
媒体报道，参与语文教材修订的相关老师透露说，对中
小学语文课本进行修订是新课标的要求，其他版本的课
本也将修订。而且，不但中小学语文课本要修改，历
史、思想品德等科目的课本也要改。

■ 话说半句 坑惨网友

除了 《南京大屠杀》 的更换引发热议外，《鲁提辖
拳打镇关西》被换为《智取生辰纲》等也备受关注。

改动远非这些。据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介绍，新
修订的教材40%的课文被更换，全套教材课文数量比修
订前减少15%。

王旭明表示，此次语文版教材“大换血”的原因和
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文
质兼美。

比如《谁勇敢》一文，有些老师希望能留下来，但
最终还是删掉了。王旭明解释说，一个孩子为了保护其
他孩子不受马蜂蜇，用身体扑向马蜂窝，虽然保护了别
人，但自己却受伤了。文本的结论是这个孩子最勇敢。
我们认为，对孩子来说，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应
倡导这种行为。

对此，有网友认为，新教材注重人文精神。有评论
指出，一本好的语文教材，不仅提升人的语文素养，更
重要的是能熏染出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和敬畏，让学生
能辨别真善美，获得面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常识，这就
是语文教材应有的人文性。

对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什么被替换，网友们
普遍认为是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当然，也有
人认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的文学价值很大，撤掉
可惜。“描述三拳，分别用颜色、味道、声音来做比
喻，寥寥数语，令人拍案称奇。让学生学习这样的写作

手法，很有价值。”
此外，中学课本里的《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

络表情符号》，也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
其实，更换虽多，但一些优秀的传统篇目还是得到

了保留。比如，保留了体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小英雄王二小》、《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吃水不忘
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等。

此次教材修订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古诗文比重
加大。“目前，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足，这
是语文课本普遍存在的问题。”王旭明说。

新版教材里，一至六年级反应中华文化的课文约占
全部课文的30%，七至九年级相关课文约占全部课文的
40%，并且每册安排两个单元的古诗文。

增加古诗词的做法，得到了网友的一致点赞。有
网友说，古诗文可吟可唱，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小
时候记忆力好，先记下来，长大后再慢慢体会意境，
这样才能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华文化。有网友甚至建
议，开设“大语文”，把语文课分为国学课、书法课、
阅读课等。

对于此次修订，不少一线教师也表示了肯定。知
名语文特级教师张赛琴认为，新教材小学阶段的选文
文质兼美、贴近儿童生活，语言大都活泼、生动、趣
味很浓。练习设计的梯度也比较合理，体现了对语言
文字运用的重视，同时又关注了孩子的现实需要。

■ 更换40% 古诗大增

■ 非语文版 我们淡定

企业发展必须学会有自我调节，企业倒闭有自身因素和外在因
素。所以一些沿海企业会向内地搬迁，去内地发展，这就是适应。

战国时期出了两个厉害角色：张仪，苏秦。他们游走于列国从事外
交工作，他们的策略称为：合纵连横。美国曾经出过一个蓝血贵族的防
长，麦克纳马拉，以精算见长，其发动的美越战争最终把美国大兵拖入
泥沼，本人也灰暗下台。这些历史，貌似没有关联，却得出一个合理的
结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网友评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供给侧改革绝不是搞“强刺激”（正确理解供给

侧改革 ①）》

网友评论网友评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供给侧改革绝不是搞供给侧改革绝不是搞““强刺激强刺激”（”（正确理解供给正确理解供给

侧改革侧改革 ①①）》）》

网友评论网友评论
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3030年武器禁运说没就没年武器禁运说没就没，，美越在打什么主意美越在打什么主意？》？》

10年前与港人打过颇多交道，深感港人之专业、高效、优越感甚
强，但这并不影响其民族认同。早年的香港影视剧里，均可见到浓郁
的中华情怀。10年变化若斯，令人感慨。东方之珠，我的爱人，衷心
希望你一切安好。

网友评论网友评论
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张德江视察香港的潜台词张德江视察香港的潜台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抓住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衣领子”和“牛鼻
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打好这场硬仗，将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到位，将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
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一手抓结构性改革，一手抓补齐民生
短板，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运行在合理区间。对此，
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外界莫妄猜、请放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文章
《《保持中高速增长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有底气中国有底气》》

被文汇报被文汇报（（香港香港））转引转引

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2009年前后介入南海问
题，南海争端就不再仅仅局限为相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而上升为
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战略博弈。

同时，南海问题很快被白宫“选中”，作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筹码。
这之后，美方在南海的行为也越来越偏离原本“不持立场”的轨道，
南海问题正逐步取代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议题。

海外网评论文章海外网评论文章
《《南海冲突加剧中美关系走向南海冲突加剧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临界点”？》”？》

被欧洲侨网被欧洲侨网（（意大利意大利）、）、美国凤凰华人资讯网美国凤凰华人资讯网、、超级苹果网超级苹果网（（英国英国））转引转引

“文化台独”侵蚀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会严重伤害中华民
族的共同利益和感情。民进党执政后要执意推动“去中国化”等分裂
活动，必将成为引发两岸民意冲突和舆论对抗的火药桶，危及台海和
平与稳定。

通过“去中国化”等“文化台独”行径，制造两岸民意对抗，以
巩固民进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手法在陈水扁执政期间曾经屡试不爽。
此次民进党虽然再度执政，但其经济社会管理能力依然没有任何长
进，除了推行赤字财政等坐吃山空、寅吃卯粮的办法外，民进党对于
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仍将是负数。挑起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转移民
众不满的怒火，特别是由激进“台独”势力冲锋陷阵，鼓噪、推动

“去中国化”等“文化台独”活动，制造两岸民意对抗，将再次成为民
进党得心应手的工具。两岸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文章
《高度警惕“文化台独”分裂活动》
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文章
《《高度警惕高度警惕““文化台独文化台独””分裂活动分裂活动》》

被中国时报被中国时报（（台湾台湾）、）、中时电子报中时电子报（（台湾台湾））转引转引
链接：语文教材演变史

七日七日““网网””景景··
北京北京雨后现彩虹雨后现彩虹

5 月 23 日，北京市
区迎来降雨天气，雨后
出现彩虹景观。

这一美景引得行人
纷纷驻足观赏并拍摄照
片，一时间“刷爆”了
朋 友 圈 。 大 家 纷 纷 表
示，能看到这样美丽的
雨后彩虹，让人感到心
情愉悦。

右图均为宣武门附近图均为宣武门附近
拍摄的彩虹拍摄的彩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鑫李鑫摄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王建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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