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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近20年，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启动统编教材建设工程。本论文主要从教师使用的角度出发，尝试分析教师如何实施三科统编教材。

本论文主要包括研究背景、聚焦问题和推论策略三个部分。其中研究背景主要梳理了国内教师使用统编

教材从1949年至今的历史进程；问题的聚焦主要陈述教师在使用统编教材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教教材”

还是“用教材教”的问题；第三部分从问题的聚焦分析教师如何用好三科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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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some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which is the launch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un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thesis mainl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un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by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use. This thesis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research background, focus on problems and inference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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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main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omestic teachers’ use of unified teaching mate-
rials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problem mainly states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materials” or “teaching with teaching materials” faced by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un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how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three subjects 
from the focus of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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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教师使用统编教材是历史的选择 

1.1. 移植期(1949~1956) 

1949 年新中国成立，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指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的任务”。根据这个任务，1951 年，教

育部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根据提出，“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

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我国开始参考苏联的教材建设经验，对旧的教材和教材制度进

行全面的改造。可以说是将苏联的教材建设方式方向移植到了我国。在这个移植期，我国做了这样两步

工作来落实统编教材的编写：1) 建立了统编通用的教材制度。2) 编写出版了两套统编教材。 

1.2. 探索期(1957~1965) 

其实也可以叫改造期，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苏联经济建设产生弊端，让我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想要真正的发展，对

于苏联的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1960 年，教育部党组在《关于适应教学改革，改编教材的报告》中规定：

“编辑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1963 年，人教社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些情

况》中指出，“摸索出一条具体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道路”，明确指出教材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1.3. 消退期(1966~1976)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教育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全国通用的统编教材被看作“封资修

的大杂烩”，成为批判的对象，负责编写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所有编辑、出版

的教材被停止使用。1967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提倡各地自编、自审、

自用教材。1969 年，人教社全体干部、职工下放干校劳动，直到 1977 年，经干校分配到各地的编辑干

部才陆续调回。这一阶段统编教材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体处于消退期。 

1.4. 恢复期(1977~1985) 

这里有一个历史节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977 年，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针对教育体制和机构问题指出，“需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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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针对教材建设，邓小平指示，“教育部要管

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由此，统编教材建设开始进入全面的恢复期。 

1.5. 蛰伏斯(1986~1911) 

1985 年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选用。也

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负责审定教材。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

章程》《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标志着统编

教材制度开始向审定教材制度转变，“一纲一本”被“一纲多本”所代替。这一时期一共编写了三套统

编教材。 

1.6. 创新期(2012~至今)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确立了教材建设的新任务。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

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

用’”，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由此，统编教材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17 年 7 月，国务院

发布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员会。可见，党和政府非常重

视教材建设。按教育部要求，自 2017 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统一使用道德与法治、

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2019 年 6 月，有关部门启动了关于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的专项调查研究。直至

今年 2022 年，实现了所有省份全覆盖[1]。 

经过对于三科统编教材的历史脉络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来进一步更清晰的证实教师使用

统编教材是必然趋势。 
首先，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体现国家意志。从刚才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小学教材很长一段

时间都实行“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统一制度，但“一纲一本”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容易忽视地域间

的差异，阻碍了教材多样化发展。因此，直到蛰伏期“一纲一本”被“一纲多本”代替。但是，由于“多

本”教材及其使用逐渐脱离了“一纲”的基本标准，带来了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乱象。譬如，教科书评

价制度缺失；教材及其使用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克隆”现象严重；学生学习负担加重等，使得课

程与教学改革阻力重重。为了尽可能解决这类问题，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开启了“统

编、统审、统用”的新征程。“统筹为主”，既不是排除多样性，也不是由多样性走向绝对统一性，而

是“统分结合、分类指导”。所以，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对于统编教材做一个概念界定，“统编教材是指

在一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指导下，由国家和政府统一组织编写和审定、全国统一出版和使用的教材”。

由此可见，教材的使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彰显国家意志，落实国家要求。那使用教材的教师也就需要各

展所长，开展多元化实施，凸显教学个性，贴近国家意志，更要在使用统编教材的过程中不能忘了这一

个“统”字。 
其次，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促进课程与教学改革。对于上一部分我想念表达的教师在使用统编教

材的过程中应该凸显教学个性，有学者也在论文中表达了“教材使用呼唤着有创造性的教学，需要课程

教材教法观念的全面更新与变革。”的想法。这里更新与变革不是说要改变以前的教学方式、模式，而

是“要尊重历史，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样使用统编教材对教师和课程与教学整体的改

革来说都是这是必然趋势，需要教师们跟进落实。 

最后，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可以推进立德树人。从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统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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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推进不是一项一般的工程，蕴含着思想观念、精神价值，更体现着国家对人才培养要求——也就是

立德树人，而这也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可以通过教材促进教学方向的转变，

转向人的发展、转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所以教师更是要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要求落实到学科教学中，

而统编教材的使用，是必经之路，也是教师最好的选择。 

2. 聚焦问题：“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 

2.1.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一种对立关系 

“用教材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倡导的重要理念，它将传统教学的诸多问题归咎于教师照本宣科“教

教材”的行为，认为教师必须“用教材教”才能体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坚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明确

提出，究竟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是区分新旧教学的分水岭。 

2.2.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一种粘连而非对立关系。 

认为“用教材教”论者对“教教材”所作的批判是一种假想的批判。“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指

向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学中应根据教材本身特点和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合理使用教材，

避免把教材视为固化的知识体系，不假思索地向学生灌输。另一方面，也不得以创新为名，不顾师生现

有条件脱离教材，随意组织教学内容。换言之，“教教材”也是用教材来教，“用教材教”主要还得教

教材。 

2.3. “用教材教”与“教教材”是体用一致的关系 

意思就是既要使用制度也要在使用过程中创新。“教教材”又不只是“教教材”，“用教材教”又

不只是“用教材教”。前者是指要尊重教材的公共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但同时要意识到教材对课程的

组织包括课程内容组织与学习经验组织，教师在教教材时需要将课程内容与学习经验组织在一起。后者

强调教材除了传达知识性内容外，还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教材既是教材，又是教具。在“教教材”

的同时也就是在“用教材教”。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完成和成就的。 
虽然很多学者对于上述观点都进行过解答和陈述，但这样无形的争论却增加了教师对教材使用的困

惑。另外也比较有意思的是，2018 年政策层面为了尽可能地解决教师的这种困惑颁布了《教育部教材局

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检查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为维护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经

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材，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2]。这一规定原本是为了纠正和清理以其他

未经审定的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但同时牵动教师反思究竟在何种程度、多大范围内

可以对教材加以改造。如果说课程改革之初，一线教师谈“教教材”色变，生怕被扣上教学方式陈旧的

帽子，现在教师又开始担心是否会因为未做到“教教材”而面临教学实践的法理性缺失问题。如果仅遵

循严格规则“教教材”，那么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的作用可能会被忽视；如若只是追求规则“用教材教”，

那么统编教材的价值就可能不会得以真正的发挥。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讲统编教材的内容作为依据，

而又不局限于教材内容。“教教材”不止是一成不变的“教教材”，“用教材教”也不止是随意的“用

教材教”。其中“用”是关键，“如何用”则是如何使用规则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下一步要搞清楚

的问题[3]。 

3. 推论策略：如何用好三科统编教材 

3.1. 科学看待统编教材的使用，最大化发挥统编教材的效益 

我们上一部分也提到了统编教材关于“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的三种取向。我们在这里需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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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这三种取向是并行不相悖的，不能简单地分出谁高谁低、谁优谁劣，有时候，甚至可以同时在

一课中使用，只不过它们各自都有所侧重而已。具体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统编教材的使用方式

[4]。 
教学方法上的调整。例如，讲述统编历史教材内容时，有的教师采用故事教学、谈话教学等方法，

对历史进行准确、生动的讲述，这要比把历史课堂变成“原因–经过–结果”这种干巴巴的三段式教学

模式更有效益和效率。 
教材内容上的整合。例如，有的教师在讲《沟通中外的“丝绸之路”》时，用“文化之路”“技术

之路”“贸易之路”“交友之路”“发展之路”五个特征，来讲述“丝绸之路”。这种教材的使用更符

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也切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

积极性，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教学资源上的开发与使用。例如，有的教师在上《五四运动》这节课时，为了让学生了解“五四运

动”爆发后运动中心转移、扩大并席卷全国的概况，教师适当补充了教材文本中没有的《五四运动形势

图》，教师利用地图形象地呈现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讲解五四运动扩大的情况，学生通

过观察地图，很直观地了解了五四运动的空间分布，有利于学生时空观念的形成。 
教学情景上的创设。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下进行的，离开了情境，就失去了育

人氛围。学者也在参考文献中提出，好的情境具有好的育人效果。因此，新统编教材也提倡“情境教学”，

要求教师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让活动尽可能有“情境”，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3.2. 尽力掌握新时代备课内涵，最大化突破统编教材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的备课，教师是把主要精力用在钻研教材、熟悉教材内容上，虽然这一点很重要，需要

教师在使用新统编教材时继续发扬。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需要。新时代备

课需要包括吃透教材、研读课标和洞察学情三方面主要内容。 
1) 吃透教材。虽然现在大家都提倡双主体教学等教学方式，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教师在教材使用

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吃透教材，想要吃透教材就需要以下两个条件：一是

最基本的，教师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准。二就要求教师要有创新精神。 
2) 研读课标。课程标准是教材的上位概念，也是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使用教材时理

应了解课程标准，和新统编教材对照着读，以加深对教材编写理念和设计意图的理解。教师把课标和教

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知道教材哪些方面发生变化了，创新了，这些变化、创新是源于哪些理论、政

策的要求。这样，教师的眼界就自然而然地开阔一些，对于如何用好新教材，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 
3) 洞察学情。这里所说的“学情”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形”；二是指“学生发

展的实际情形”。我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形，学科最新发展成果与前沿。作为一线教

师，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至少要了解学科最新发展动态与主要成果，这对于使用好统编教材来说，是

有好处的。第二种情形，既是统编教材编写者要关注的，更是一线教师要深入研究的。现在的教材之所

以堪称新教材，其重要原因是现在的教材除了便于教师教之外，也更利于学生学。所以作为一线教师，

洞察学情是使用统编教材中不可忽视的环节[5]。 

3.3. 从自身改变教学方式，强化使用统编教材的能力[6] 

1) 建议教师要自行处理好教材使用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 
一线教师要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合理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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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师们也不要过度使用多媒体手段，并不是所有的课都适合用多媒体。例

如，在现在语文课上，多媒体手段使用确实太多了。课堂那么热闹，各种活动安排得很满，学生就失去

了“会意”与“感悟”的空间，多媒体对于诗歌教学乃至语文教学，弊多利少[7]。 
2) 建议教师要辩证的看待和使用任何一种教学方式。 
特别要指出的是，教师和学生是相互成就的，所以一线教师更要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学

生毕竟思维没有完全的成熟，有的探究活动不给予适当引导，学生就会茫然，无从下手，但如果引导性

过强又会导致学生照葫芦画瓢，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所以一线教师要学会在开放性与引导性中间把握

分寸，以此来最大化发挥统编教材的育人作用[8]。 

4. 结语 

从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高度推进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

要载体，统编统审统用三科教材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建设做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

导管理教材工作，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10]。总的来讲，使用国

家统编三科教材，既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重要

工作任务，承载着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对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殷切期望。我们必须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不断提升普通高中育人水平，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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