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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供学生学习的主要材料，

编写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思想性。1 但是由于教材编

写存在时间紧张、审查不严密等问题，各版本教材质量

参差不齐。统编语文教材（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

书）编写历时四年之久，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达到

示范性教材的水平。统编语文教材于 2017 年开始在部分

地区试用，2019 年秋季新学期全国统一使用。教材的变

化往往导致教师教学的改变。对于新增篇目，教师需要

完完全全新备课；而对于以往教材中就有的篇目，教师

则可以仔细衡量教材编写的不同，做好取长补短，以发

挥教材的最大价值。本文以《紫藤萝瀑布》为例，对比

不同版本的教材，以期帮助教师顺利适应教材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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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开展教学。

一、不同版本教材差异比较

《紫藤萝瀑布》这篇文章是统编版七年级下册第五单

元的课文，苏教版编排在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人教版

则在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至于其他版本的教材，如鄂

教版、鲁教版、北师大版、沪教版都没有选用过《紫藤

萝瀑布》。因而本文以统编版、苏教版和人教版三版教材

对比，分析三种版本教材中的同一篇文章的差异。

（一）范文系统的差异

由于苏教版的文章选自《福建文学》1982 年第 7 期，

而统编版和人教版选文均来自于《铁箫人语》1994 年版，

故而将《福建文学》与《铁箫人语》中的《紫藤萝瀑

布》也放一起比较。

经比较发现，《福建文学》与《铁箫人语》中的原文

差异只在与“像”与“象”这两个字的差异，其余文本

没有差别。至于三版教材，相比较而言，苏教版完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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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原文，统编版对原文略有改动，而人教版对原文有较

大改动。其中，人教版的改动出现了不适宜的情况。如

将原文改为“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

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而原文

则是“关于生死的困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改文意味

“生死谜、手足情”都让“我”感到焦虑与悲痛。首先，

原文生死只让“我”感到困惑，没有感到悲痛，这是编

者强加的情感，不符合原作者心境。其次，“手足情”应

该是编者想要提示读者的作者感情，但是在文中并没有

呼应，非常突兀，学生不了解写作背景会觉得莫名其妙。

此外，人教版“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

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

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中两处标点的改动，完全

改变了原文的意思。原文是将花瓣的托起部分拟人化，

而人教版却是把盛开的花拟人化了。相比于人教版，统

编版的改动并没有完全改变原文意思，仅有的几处改动

是为了使得文章更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更符合日常

用语习惯，比如将“察颜观色”改为“察言观色”、“这

里再看不见紫藤萝花了”改为“这里再也看不见紫藤萝

花了”，将“张满了的小小的帆”按照形容词使用顺序标

准改为“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统编版更适合当前汉

语使用的要求。

（二）助读系统的差异

在单元导语部分，统编版和苏教版都将单元目标定

为学习“托物言志”的手法，定位明晰。人教版的单元

导语“追求美好人生”则过于宽泛，适用于很多文章主

旨的教学，没有体现《紫藤萝瀑布》一文的特殊性。统

编版的课前导语要求学生先围绕题目进行想象，再比较

阅读课文，提示学生运用比较阅读法。这一课前导语通

过设立任务驱动学生阅读课文，给予学生学习的外在动

力。人教版的课前导语提示学生感受作者的情感，和统

编版有所不同，可以结合使用。而苏教版的教材缺少课

前导语，单元导语又相对宽泛，无法体现这一文章的特

点，存在缺漏。三个版本的教材在注释的数量与质量方

面都相对合适。苏教版的插图部分倒是直观地展示出紫

藤萝如瀑布一般的形态与体量。

（三）知识系统的差异

只有统编教材存在知识系统这一内容。统编版《紫

藤萝瀑布》课后的知识卡片是“并列短语”。统编教材相

比于其他版本，强调语法修辞和语文知识的教学。苏教

版教材更强调人文性，反而拆解了基本的语文知识，学

生的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得不到落实，语文教学课程的

工具性更没有反应出来。统编教材通过单元导语提示知

识点和能力点，通过补白介绍语法修辞等语文知识，通

过思考题来考察知识点或能力点掌握的水平，各个板块

相互呼应，以形成完整的教学与评价链，以促进学生语

文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习得。在这一点上，统编版相比

于苏教版和人教版有所进步。

（四）作业系统的差异

统编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均有类似的练习，这些类

似练习包括情感变化、句子含义和写景手法三方面。这

也正是这篇文章的闪光之处与独特之处，教师在教学时

可以对这三方面加以重视。练习考察的内容范围也较广，

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不同难度的题目。统编版还有一个

独特之处就是练习中有涉及到“单元导语”中所述的

“托物言志”手法和“课前导语”中所提到的“描写”

手法，这显示出统编教材板块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呼应。

教学和评价能够一致，这是值得赞扬的地方。苏教版缺

少了识字部分，不如统编版和人教版全面。

二、教材变化原因分析

统编教材相比于苏教版、人教版，有了很大的改动。

为了更好地衔接新旧教材，变化的教材所体现的教育理

念应当被重视。

（一）课标的全新理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于 2012 年 1

月发行，而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于 2012 年 3 月开展，意

味着统编版的编写是在 2011 年版的课标指导下进行的。

而苏教版、人教版的编写均早于 2011 年，因而统编版

的编写理念要比苏教版和人教版更加新颖。统编教材也

恰恰落实了 2011 年版课标的理念。部编版采用“双线组

织单元结构”。《紫藤萝瀑布》所在的第五单元，就是以

“托物言志”的语文知识，以“哲理的光彩、人生的体

悟”的人文情怀共同串联起来的。这样做，既保留人文

主题，又注重落实语文知识与能力，体现了语文课程工

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基本特点。此外，统编教材也体现

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课程基本理念。《紫

藤萝瀑布》在导语部分提示学生“感受那种‘美的发

现’”，即是在教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

的审美情趣与鉴赏品味。在思考探究部分，要求揣摩不

同语句的写景妙处，旨在培养学生形象思维。在积累拓

展部分，鼓励学生阅读宗璞的写景散文，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文化的传承。最后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方面

则在知识“补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统编版与课标相

一致的地方很多，不一而足。

（二）学生的能力水平

由于学生的能力水平各有不同，因而在教材编撰时

就必须考虑到练习的广度与深度，能够做到既让学生能

完成，又让学生有所钻研。统编教材将练习题分为两个

部分，即“思考探究”和“积累拓展”。思考探究部分的

习题是在学习本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针对性。而积

累拓展部分则需要学生在群文阅读的基础上，总结共同

特点，涵盖更广。习题的考察范围不同，难度不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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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学生自主选择权，使得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认为

合适的练习。而苏教版和人教版的习题也较为丰富，但

在练习设置的梯度差异方面就显得逊色了。

（三）编者的教学取向

编者教学取向的差异在单元导语、课前导语和练习

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紫藤萝瀑布》而言，统编

版和苏教版的单元导语中都非常明晰地提出学习“托物

言志”的手法，而人教版却认为应倡导感悟美好人生的

理念。感悟美好人生虽是《紫藤萝瀑布》的主旨，但并

非这篇文章的特殊价值。课前导语部分，统编版提出先

想象再比较的阅读法，而人教版却提示要感受作者的思

想感情。统编教材体现对比阅读的理念，人教版的教法则

比较常规。同样地，课后练习部分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虽有同类练习，但是内容不同，选择的典型例句也体现了

编者的教学取向。这都体现了编者对于同一篇文章的不同

理解。作为教师，应当能够领略到编者编写的意图，比较

各种教学取向的差异，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

三、教学策略分析

统编教材虽然已经全面使用，但并不意味着之情的

教材就毫无用处，教师并非要完全按照统编教材的安排

来教学，可以借鉴吸收其他教材的长处与优势，选择更

加合理的教学方法。

（一）树立理念：用教材教

“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理

念。部分学者认为“教教材”是一种照本宣科的教学理

念，这样教学生硬而死板。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教师当

前应树立用教材教的理念。使用统编教材不意味着要照

本宣科，完全摒弃先前的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教材的

更迭只是给予教师新的教学提示。教师可以利用新教材

中的阅读提示部分，结合自己先前的教学经验，依据学

生的学情，进行教学设计，并不需要完全重构。

（二）做好衔接：取长补短

统编教材相比于其他版本教材有可取之处，但是也

有不完善的地方。教师应该努力做到取长补短。无论是

助读系统、知识系统还是作业系统，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的阅读体验和教学经验相互借鉴。《紫藤萝瀑布》就可以

借鉴统编版和苏教版的单元导语和课前导语。将教学目

标定位为“学习托物言志的手法，感受在紫藤萝身上所

体现的生命意义”。在上课时，可以将苏教版的插图放入

教师的课件中，让学生直观地感受紫藤萝的样貌，理解

作者为何将其称之为“瀑布”。在课后练习部分，由于三

个版本的教材有同类题目，如有余力，教师可以选择一

题做示范性讲解，其余同类题目可以让学生自主探究。

总而言之，教材并非完美无瑕，教师应该对各版教材进

行取长补短，选择更为合适的内容作为教学资源才是更

合理得利用教材。

（三）开展教学：教师主导

虽然各个版本的教材都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提示，

但是教师并不需要完全照本宣科讲解。相反，教师可以

利用教材，将教材与自己的阅读体会、教学灵感交易整

合，设计更加新颖而合理的教学，有时甚至可以脱离教

材所给出的教学提示。统编版在《紫藤萝瀑布》的教学

中提出对比阅读，教师可以抓住这一提示，自主设计教

学流程。教师可以选择一篇主题是生命的议论文，体会

托物言志手法的特别之处；可以选择宗璞的其他文章，

比较宗璞的写作风格；还可以选择选择其他的写景散文，

比较二者描写方法的差异。总之，教师在教学时不应被

教学限制，基于教材，更要超脱教材。在设计教学时更

多考虑学生的学情特点，自行设计贴合学生实际的教学

方法未尝不可。教材中给出的教学提示并不意味着完全

正确，在实际教学时还需教师多多发挥教学的主导作用，

多进行一些教学尝试。

新教材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要完完全全抛弃旧教材。

教材多少都有点不尽善尽美的地方，仔细研究教材、结

合各个版本的教材取长补短才是语文教师应当做的工作。

此外，教材只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工具，教师也可

以依靠自己的知识积累与教学经验，重新整合教材。毕

竟，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才是教学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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