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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热衷
不买就怕吃亏

开学了，按老师的推荐购买教
辅书，几乎是每个家长的必修课。来
到书店教辅专柜前，各类“宝典”“精
选”教辅书令人眼花缭乱，翻翻哪一
本，都觉得挺有用，难免顺便多买两
本，期待能让孩子的考试成绩提高
几分。
董老师是本市一所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一个正在读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虽然她不主张
高中学生选择题海战术，但还是为
女儿购买了一些学校老师推荐的教
辅书。
“我女儿在公办学校就读，从二

三年级开始，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买
一本语文教辅书《教材精讲》，英语
和数学的教辅书用的是《一课一
练》，除此之外，老师还会印卷子，题
目和市面上卖的一些教辅书的题目
差不多。”
董老师认为女儿的学校在课业

方面的压力并不大，晚上 !时左右，
基本上就能完成作业和教辅练习。
但据她所知，一些民办学校的负担
却远不止这些，除要求完成上述教
辅书的内容外，还要求学生买各种
练习册。

万小岚的儿子读初中一年级，
她对儿子学习的把握相对宽松，“他
数学不成问题，语文有些欠缺，就给
他买点教辅书，也不是要求他每天
都要做，只是复习备考时，我们从里
面挑些题目让他做。”但她对自己这
种宽松的管理感觉有点不踏实，因
为知道“有的孩子每天回家，除了作
业外，各科教辅都得做一套。我们是
不是做得还不够？”

题海战术
束缚学生思考

教辅书，顾名思义，辅助教学使
用的书籍。它在当下学校的教学中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恐怕没有想
象的那样简单。
《一课一练》，是行销上海 "#多

年的教辅品牌，不少中小学都推荐
学生使用这本教辅书，它与教科书
相配套，每一课配一套题目，以巩固
知识点。但对学生来说，它的意义不
仅仅是巩固，而是获取答案。不止一
个学生向家长反映，平时测试或期
中考试的题目，就出自这本教辅书。
刚读初一的男孩小章说，《一课一
练》涵盖了考试的知识点。而他们使
用的另外一个品牌的语文教辅书，
“我们月考卷都是上面的题目”。也
就是说，做熟了教辅书上的题，就有
可能在考试中拿高分。学习由此变
成对答案的追逐，而失去了其本来
的意义。

董老师则对女儿用的语文教辅
《教材精讲》很不感冒，这是学校要
求每人在开学时必须买的一本教辅
书。据她所知，这本教辅书被多所小
学使用。
“它根本就是语文老师的教参，

精细到标点符号的运用，哪句话讲
出了作者什么心情，全部标注好
了。”董老师说，她记得自己读书时，
学生是不能看到教参的。“如果学生
连老师要讲什么都知道了，他还会
觉得有必要上课吗？”而这本“教参”
不仅发到女儿手中，还要求他们在
课前阅读。“如果有同学上课没能全
部理解，课后看看巩固一下也无妨，
但课前阅读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老师过

度苛求完美所致，希望每个孩子达
到他预想的状态，很多孩子的回答
是幼稚的，而老师不能接受。“在语
文教学上，答案很重要吗？让学生上
课多读读课文，讲讲各自的答案，无
所谓对错多好。学生需要的是解决
问题的能力，老师要在课堂上运用

各种提问方式，推动学生积极思考，
这才是有价值的。”

市场乱象
加大选择难度

家长中普遍存在的“教辅越多
越好”的认识误区，导致一些学生成
天泡在题海里，不做，总觉得差一口
气；做，又有大量重复，浪费时间。事
实上，教辅市场乱象纷呈，有些教辅
书哪怕对应试也是有害无益。

上海市第八中学校长卢起升
说，教辅书市场很不规范，好的教辅
书无可非议，但有些却是粗制滥造，
抄来抄去，有些题目和课程设置完
全不符，有些题目大同小异，甚至一
样的也有，但都在发行。“无非是这
个市场需求量大，钱好赚。”

教辅书市场乱，无形中加大了
选择的难度。静安实验小学五年级
数学老师张蕾说，大多数家长会给
孩子多买、乱买，只有少数家长有
识别和遴选的能力，他们具备相当

的知识储备，对孩子也比较了解，
才能选择出适合自己孩子使用的
教辅书。
普陀区一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的许老师说，教辅书质量参差不齐，
有质量的教辅书很少，应由老师为
学生选择，他们最有经验，知道哪些
教辅内容恰当，难度适中。他认为，
不同的学生应根据各自程度分别选
择教辅书，甚至学校自行编写的可
能更有针对性。

董老师认为，教辅书虽说是市
场行为，但涉及基础教育，教育部
门应加以监管，有些教参式的教辅
书，是否适合出，还有些粗制滥造
的教辅书，能否在出版发行前多把
把关？假如出版发行难以监管，也
可在学校的教辅使用上提出更严
格的要求。

机械训练
缺乏应变能力

做大量教辅题目的弊端是显而
易见的，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大大减
少，主动思考的意识和能力退化。有
些孩子埋头死做题，有时甚至连题
目小小的改变都不能适应。
“人是有惰性的，让他在动脑筋

的作业和背诵的作业中选择，大多
数人会选背诵，长期通过背诵方式
引导他的思维，自然就失去思考能
力了。”董老师说。
她所在的中学是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学生素质普遍不错，但在小
学和初中形成的靠记忆学习的方式
“很难改变”。上语文课时，让学生回
答问题，学生张口结舌，面面相觑，
而当她一说“这个记下来”时，学生
马上埋头卖力地记。对此，数学老师
也有同样的反映，感到学生已经习
惯于反复做题的机械性训练，缺乏
或根本不知如何思考。
“初中阶段，背记的东西还比

较多，靠教辅一遍遍重复，是有效
的。”董老师说。卢起升也表示，初
中知识点对应的可能性较少，可全
部罗列出来，把这些记牢，对考试
就很有帮助，所以这样的训练会比
较多。“到了高中阶段，没有思考能
力，是不可能得高分的。”董老师
说，现在高考的语文和数学题出得
都很活，考的是思考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有的学生整个高三一年
做了很多题目，高考成绩出来完全
达不到预期分数。对此，一所高中
的地理老师也有同感，她认为如今
的高考试题已经对学生处理大量
信息的能力提出很高要求，靠死记
硬背拿不到高分。
“我们一直做高三教育的，看现

在的小学和初中的教学，很着急。”
董老师说。不过，她也认为，确实有
些孩子的学习能力有限，连基本的
算术都难以应付，这种时候只能靠
拼命做题，去应付考试。所以，采取
怎样的学习方式，还要有针对每个
孩子的特征，有的放矢。

做不完的教辅题 飞不动的想象力

!这种学习方式是现行评价

体系的必然结果" 高考制度本身

有很大部分内容是考学生的知识

点和所谓的熟能生巧" 要在这样

的考试中有好的表现" 基本就要

靠题海战术" 这也是教辅书赖以

生存的土壤#$一位上海教育界资

深人士对记者说#

他认为" 要改变就要由各个

高校自主招生" 建立现代学校制

度" 将平时的考察整合在评价体

系中" 这样的评价体系和学习方

式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上海市第八中学校长卢起升

说" 国外中小学的学习方式也是

由他们的评价体系决定的" 学生

拿着一个论文题目自己去寻找资

料"写出一篇报告"这也是他们的

评价体系的要求# 如果中国的考

试能够改变方式" 考核学生的综

合能力" 要求开放式的结论而不

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学生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同样能得到自由发

挥#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次林讲了一个故事" 他去法国

考察时"住在一个法国人家里"当

天和主人一起去接他读初中的小

女儿放学" 小姑娘一上车就问了

他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国家妇女

地位是怎样的% $刘次林很惊讶"

问她为什么这么问" 她说&!今天

的作业就是写世界各地妇女的地

位# $次日"他得知小女孩通过网

络查阅大量资料" 撰写了一篇几

页纸的文章#

他还特地请法国同行拿来法

国的高考试题" 发现题目和中国

出题思路有所不同" 考的主要是

思辨题"如请考生撰文回答!美学

是否会影响我们发现真理$ 等问

题#在考察美国的小学时"他也看

到" 虽然 !年级学生的数学还只

是 "!#这样简单的乘法"但老师

却通过让学生彼此之间了解来解

答这样的问题" 增进同学之间的

了解和他们对社会的认知#

!看到这些我感到很痛心"我

们国家的学生学了半天" 学的是

一查就知道的知识" 而国外的学

生学的是思辨" 教育理念的高下

一望而知#所以"我们的教育理念

一定要改" 尤其是在学生的学业

考试成绩已经很优秀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必要再狠抓" 而是可以

放松点" 转向人的个性发展和身

心健康发展# $

现行评价体系是教辅书生存的土壤

本报记者 姜燕

今天是新学期开
学第一天，学生们沉
睡了一个寒假的书包
又鼓起来了，里面装
的除了课本，还有各
科教辅书。在此之前，
各大书店教辅书专柜
也已热闹了好几天。

教辅书，这个应
试时代的衍生品，一
直是学生沉重的负
担，它束缚的不仅是
青少年的时间，还有
本应飞翔的想象力
力。教辅书何时能不
再满天飞？这只是一
个表面问题，它的背
后，指向的是深层次
教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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