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教育专
家认为，目前的
教辅市场鱼龙混
杂，同质化现象严重，
有针对性地选择才能做
到“减负”。

学校严禁代购教辅书
记者调查发现，杨

浦、浦东、虹口等多个区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中小
学校不统一购置教辅材
料，而是采用教师推荐，
或者学校自编教辅免费
供学生使用的形式。市教
委也曾下过禁令：明令禁
止任何学校为学生统一
订购或推荐使用教辅材
料，禁止学校搭配征订上
海市教委规定目录以外
的书籍。
上海进才中学校长王

从连介绍说，早在一年前，
该校就全面停止采购校外
教辅材料。“学校自己根据
教学大纲以及学生情况，
编写了一套练习册。每门
学科只配备一本教辅材
料，免费供学生使用。”

王从连说，这套教辅
材料从 ! 年前就开始编
写，主要是由各科老师根
据平日教学里发现的学
生问题和教学难点编写
而成。为何要编写这套教
辅？缘起 !年前该校的一次校园
调查。“当时调查显示，学校里面
教辅材料满天飞，最多的学生一
门课有 !本教辅书，而平均每位
学生拥有 "本教辅书。为了减轻
学生负担，学校就开始着手自编
教辅。”
此外，杨浦区也正在计划组

织区内各学科骨干教师编印一
套区域教辅材料，这套教材将针
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年级，并
且免费发放，同时，该区还鼓励
学校将学科教师的日常习题进
行筛选和汇编，形成本校的习题
库，供老师选择使用。

反对教辅的不到半数
早在 #$$"年底，市教委曾

花费 #万多元专款从书市买回
了 %&'"本教辅书，占到了当时
上海全部学生教辅的 (&)!*$)

左右。调查发现，
习题类和课本辅导

类占了 ''+%)，而市
场上充斥的多数都是质
量低下的教辅读物，普遍
以应试为基础目标，以习
题为主要素材，难度大大
超标，又背离教学辅导。

去年 &月至 * 月，杨
浦区也公布了一项《中小
学教辅资料的使用情况》
的调研。这份调研报告显
示，区内中学有 &!+')的
学校已经不会统一使用
外购教辅资料，小学不统
一使用外购教辅的比例
为 *"+!)。仅有 "'+!)的
教师赞同学生使用教辅，
%#)的教师不赞同学生用
教辅，#$)的教师表示“不
清楚”。

禁教辅不该“一刀切”
近几年，教辅读物出

版量达到每年 % 万种以
上。“但是，现在的教辅书
很混乱。一些书商看到教
辅读物利润高，就找些所
谓的组稿公司、写手，网
络搜索加拷贝其他教辅，
拼凑成一本书发行上
市。”一位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的校长坦言，目前
教辅读物选题都有严重的
同质化，有的打着课改的

旗号，其实内容陈旧不堪，知识点
“炒冷饭”。“教辅材料市场‘鱼龙
混杂’，一本教材总得 #$元人民
币左右，订购就会牵扯到经济利
益，有时候会涉及到回扣，通常是
%$)到 #$)。其实，上海市在教辅
市场方面管得很严，通常只能订
购教研室认定的教辅资料。”
不过，虽然教辅的“限购令”

已出，教育界人士却认为，对于
教辅也不要谈虎色变。上海市实
验东校校长王玮航说，现在多数
学校不提倡订教辅，但是，每个
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同，需要的学
习辅助材料也不一样。“学习不
能‘一刀切’，教辅也同样不能。
有些孩子学习能力强，一遍就能
过关，而有些孩子对于知识的巩
固掌握需要好几遍，适当的教辅
材料能帮助加深印象。”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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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学校减负，停购教辅；另一方面，家长却表
示，不给孩子配备几套教辅书心里不踏实。《中小学
教辅资料的使用情况》的调研显示，虽然只有35.8%
的学生认为课外教辅适合学习需要，区内仍有54%
的中学学校里有学生使用家长自购的教辅资料。

学校认为，“教辅热”除了要从学校降温，更要让
家长“退烧”。“如果家长购买教辅热情不降低，依旧
盲目购买，反而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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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教辅书

! ! ! !! 教辅书过多!学生反而会只做教辅

书!而忽略教科书后的基础练习题"多些基

础训练!才会对变化多端的题目得心应手"

! 教育类报纸报刊上的习题和配套

讲解相对会比较新!要利用好这些资源"

! 薄弱学科教辅选购!以基础知识点

巩固为宜"

认为“一科一本”不够
“一个学科只配一本教辅书，题量不够

啊。”贺先生直言，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女
儿就开始做各类练习题。除了流行的《一课
一练》，他还会辗转地通过各种渠道，讨来同
区其他学校的练习卷和测试卷给女儿。“要
想把基础知识的根基打好，还有所提升，熟
能生巧的方法虽然不好，但是总不会错。”
除了教辅市场，育儿论坛也成为教辅

材料交流的平台。记者在沪上几个知名的教
育论坛上看到，“某某名小学期中试卷”、“某
校练习题”等成为热门搜索词，或者热帖。一
些热心的家长会把自己孩子的试卷输入电脑
和其他人分享。“其实，看到孩子累，我也心
疼，但看到她的同学都忙着功课，我女儿还像
孩子一样每天想着玩，我就开始急。如果大人
再不给她加压，将来读书可能会更吃力。”

选择教辅多凭直觉
每次开学去书店买教辅都是郑女士头

痛的事。“多数时候，我都会凭直觉来选。”
郑女士说，除了老师推荐的教辅书，她通常
买书都是抓瞎，只能靠观察教辅书的几个
特点———会不会标有“名师点评”；是否是
由正规的大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年份等。
“多买一本书也贵不了多少，买个安

心。”盲目与被动成为购买教辅书的家长的
一大通病。有的家长一学期就要为孩子选
&、'本教辅书。

教师：不该盲目“加餐”
上海进才中学校长王从连说，虽然上海

对教材的订购比较严格，但通常有些学科的
老师会引导学生再去买一本。“但其实，学校
通常给学生配备的作业和教辅资料量都足
够了，家长不需要再为学生增加过多学习的
压力，而且要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
“除非到了高三，学生和家长可以另外

购置一些。家长到外面再买，实际上是增加
了学生课业的难度和数量。尤其是市面上许
多教辅都很雷同，每门学科的每个章节基础
知识点都是一样的，根绝这些内容编出来的
题目无非是题型稍作变化。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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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
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中小学在选用教
辅材料时，每一门学科只能选择1套教辅
材料供学生选用。记者调查发现，上海
市教委对教辅下禁令做规矩已有
多年，目前不少中小学已经不
代购教辅材料，而是采
取自编教辅免费
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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