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传统文化须讲究“科学性”“时序性”
高中语文课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引关注，专家提醒———

传统文化正在 “回归 ” 中小学课

堂。 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日前正式公

布，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 高中语文课

标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 ” 从原来的

14 篇 （首） 增加至 72 篇 （首）， 包括

32 篇文言文和 40 首古诗词 。 而 2017
年秋季学期启用的教育部统编小学一

年级、 初中一年级语文教材中 ， 古诗

文篇目也大幅增加。
“回归 ” 引来语文教师的拍手称

赞。 增加古诗词背诵篇目 ， 对于提升

语文学科素养大有裨益 。 不少专家提

醒 ， 传 统 文 化 学 习 可 遵 循 “科 学 性 ”
和 “时序性”， 这样效果更好， 而且也

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72 篇背诵古诗文达到高
中生“低标准”

教育部此次修订的高中语文课标

中， “课内外读物建议 ” 所罗列的经

典著作， 题材多样 ， 覆盖先秦到清末

诸多时期的典籍 。 除保留原有的 《论

语》 《孟子》 《庄子 》 外 ， 新增 《老

子》 《史记》 等经典著作 。 新课标还

推荐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 曹雪芹的

《红楼梦》 和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 等

小说， 以及关汉卿的 《窦娥冤》、 王实

甫的 《西厢记》 和汤显祖的 《牡丹亭》
等经典剧本。

此次公布的高中课标还明确规定，
课内阅读篇目中 ， 中国古代优秀作品

应 占 二 分 之 一 。 尤 为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此次课标将原标准 “诵读篇目 ” 改为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 推荐篇目数

量从 14 篇 （首） 增加到 72 篇 （首）。
“以往 ， 学生背诵的传统文化篇

目太少了！” 几乎所有语文教师都发出

这样的感慨。 在不少名校的语文老师

看来， 此次课标要求高中生背诵 72 篇

（首） 古诗文， 比较符合普通高中生的

背诵数量， 是 “低标准 ” 要求 。 对于

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学生 ， 可以更多涉

猎课本之外的作品。
“这是传统文化的 ‘回归 ’。” 上

海中学教学处副主任 、 高级语文教师

樊新强表示， “回归 ” 包含传统文化

数量上和本源上的双重回归。 20 世纪

初， 语文课本中传统文化篇目占比较

大。 如今， 传统文化篇目的增多 ， 同

样有利于学生理解以现代文为载体的

文学作品。

“背诵”是语文的基本学
习方法

“背诵 ” 是学生增强语文素养的

基本学习方法 ， 这已在语文教师中产

生共鸣。
背诵优秀传统文化作品 ， 是市北

中学特级校长 、 语文正高级教师陈军

一直推崇的。 在他看来 ， “背诵 ” 的

学 习 方 式 有 助 于 启 迪 学 生 智 力 发 展 。

“记忆力、 观察力、 联想和想象能力构

成了智力的核心内容 ， 增强记忆力是

学生发展智力的基础 。 从心理学角度

来看， 背诵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

的智力发育。”
从学习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背诵

至关重要。 复旦附中语文教师王希明解

释说，我国传统的文言文和古诗词具有

“文字凝练、意境深远”的鲜明特征 ，只

有逐字逐句细细品味，才能理解其中的

思想和情感。 而背诵古诗词，恰恰是学

生进一步理解、设身处地地思考作品本

身的过程。 背诵古诗文过程中，学生首

先能感受到作品的音韵和节律，也能将

整篇作品的结构理解透彻 。 更重要的

是，学生在反复背诵的过程中与作者达

到情感上的契合。
若将视野放之语文学科素养培育

的角度， 背诵同样具有深意 。 在平日

教学过程中， 樊新强发现 ， 学生阅读

水平和阅读质量普遍不高 ， 哪怕是阅

读、 理解现代文作品时 ， 也经常会出

现 “读不懂” 的情况 ， 即不能理解作

品主旨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
“究其缘由， 与学生背诵的作品和完整

阅读作品的数量过少有关 。 如果古诗

词背诵篇目积累到一定数量 ， 学生的

阅读水平和质量会有显著提升。”

传统文化学习应该强调
“时序性”

不少接受采访的中学语文教师都

强调， 古诗文怎样背诵、 背诵多少遍、
背诵多少篇目 ， 需要有科学研究作为

支撑。 若背诵负担过重 ， 反而会造成

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的厌倦。 陈军说，
要用 “科学的态度 ” 让学生在背诵中

领悟传统文化之美。
正如植物生长一般 ， 学生在不同

学段学习传统文化 ， 也应该具有 “时

序性”， 要符合身心发展的规律。
陈军认为 ， 义务教育阶段是学生

记忆力开发的 “黄金时段”， 此时学生

的学习方式以背诵和记忆为主。
低年龄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方式也

可以活泼多样 ， 如闵行区开展的古诗

词展演活动， 用多样的方式对传统作

品进行再编辑 、 再演绎 ， 有助于培养

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
进入高中学段后 ， 学生具有思辨

性 和 思 考 性 发 展 需 求 ， 此 时 的 传 统

文 化 学 习 更 为 强 调 理 解 性 记 忆 和 研

究 性 的 理 解 。 陈 军 解 释 说 ， 所 谓 理

解 性 的 记 忆 是 指 着 重 记 忆 作 品 的 思

想 内 涵 、 文 化 背 景 和 写 作 意 义 等 元

素 ； 而 研 究 性 理 解 ， 是 指 鼓 励 高 中

生 带 有 鲜 明 个 人 色 彩 地 来 思 考 和 理

解作品 。
王希明则建议 ， 在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作品时， 小学生可以专注于阅读

与背诵具体作品； 初中生在作品之外，
可 以 阅 读 作 家 传 记 和 时 代 背 景 资 料 ；
高中生则要涉猎文学史 、 文学理论和

美学等相关领域的作品。

增强文化自信，
新课标领航新时代高中教育

樊丽萍

与新高考改革相衔接， 备受教育

界关注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 (2017 年版) 终于出台。
步入新时代， 高中教育要与时俱

进， 既要满足未来社会对创新人才的

渴求， 又要承担树根立魂、 为广大年

轻学子打好人生底色， 对日常教学产

生 “指挥棒” 作用的课标极为重要。
可以说， 课标就是一门学科实施

日常教学之 “纲”。 所谓 “纲举目张”，
此次课标修订， 一大亮点就是突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毋庸讳言， 母语教育， 是传承民

族文化、 延续文明的重要载体。 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未曾断流， 正是贵在

代代传承。 步入新时代， 承担 “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青年， 必须是

拥有文化自信， 自觉传承中华文明的

一代。 也正因此， 在高中教材中强化

传统文化教育 ， 坚守中国文化 立 场 ，
本身就是时代要求使然。

修订后的高中语文课标可谓 “不

负众望”，不仅有“量变”———古诗文背

诵推荐篇目数量从原来的 14 篇（首）增
加到 72 篇（首），古诗文的教学内容将

更全，分量更重、要求更高。同时也要求

高中课堂教学产生“质变”：学生在古诗

文的学习中， 领略中国传统语言之美，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深。

包 括 语 文 科 目 在 内 ， 通 过 凝 练

各 门 课 程 的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 精 选 、
重 组 教 学 内 容 ， 结 合 课 标 修 订 ， 高

中 各 门 课 程 的 教 学 内 容 此 次 都 进 行

了优化 ， 在育人目标上进一步 聚 焦 ，
形 成 教 育 合 力 。 比 如 ， 根 据 新 课 标

要 求 ， 各 门 科 目 都 增 加 了 和 传 统 文

化 相 关 的 教 育 内 容 。 无 论 是 修 习 历

史 、 美 术 还 是 体 育 ， 学 生 们 在 领 略

不 同 学 科 风 景 的 同 时 ， 最 终 都 能 触

及中华文化之根 。
对年轻一代学子来说， 高中三年

不仅是接受新知识、 为人生打基础的

阶段， 也是涵养文化， 陶冶品性， 确

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
为高中生精选精神食粮， 此次新

课标的修订， 也牢牢把握着时代性的

新元素， 为高中教学增加新营养。 比

如， 历史课程设置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专

题； 地理、 生物、 化学等课程要求学

生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理念，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

等。 可以说， 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提

出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等， 都结合各学科的性质和

特点， 与课程内容形成融合。
可以预见， 即将全面投入使用的

新课标不仅将为领航我国高中教育的

质量提升， 也将为教育强国的建设作

出新贡献。

快 评

基因“导航地图”助力提升水稻产量
上海科学家绘制出水稻泛基因组图谱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画一个

人的特征容易，要画一群人的特征，就难

了。基因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国际水稻

基因组计划早在 2002 年就获得了水稻

“日本晴”的精细基因图谱，可水稻有数

千个品种，“日本晴”又怎能以偏概全？ 经

过多年努力，上海科学家再次发布成果：
首次绘制出水稻泛基因组图谱， 不仅找

到了“日本晴”不具有的基因，还发现了

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基因、等位变异。 这

将为今后水稻育种提供一张基因 “导航

地图”。 近日，该成果以长文形式发表在

《自然·遗传学》。
人类驯化、栽种水稻有着 8000 多年

的悠久历史。 亚洲栽培稻及其祖先种普

通野生稻的种群十分丰富， 分布地域广

泛， 可以适应多样的生态环境和农艺条

件。 “这说明，水稻的遗传多样性十分丰

富，这对于改良水稻品种，以适应环境变

化、提高产量的需求，十分重要。 ”论文通

讯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

学院黄学辉教授介绍，水稻基因组首次测

序所选用的日本栽培稻“粳稻日本晴”，一
些适合艰苦条件的基因已完全缺失。

水稻基因组测序完成后， 中国科学

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

生态研究所韩斌研究员研究组又收集了

约 1500 份不同的水稻品种进行测序，并

从中挑选出 66 个株系进行深度测序、从

头序列组装和基因注释分析， 获得了水

稻各类群材料的精细基因组图谱。
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斌研究组 、中

国水稻研究所魏兴华研究组合作， 黄学

辉研究组经过多年努力， 在精细基因图

谱中发现了几千个生物学功能尚不明确

的新基因。 “其中不少新基因拥有保守的

结构域， 这提示它们可能在水稻的生命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学辉说，有的

基因已经知道功能，但在不同稻种中，表

现出丰富的等位变异，也就是说，同样的

基因在不同的稻种里， 可能有强弱不同

的表现， 这同样为培育优质高产的稻种

提供了重要线索。
论文发表后，国际同行评论，这是一

项非常有意义的“挖掘基因”基础工作 。
黄学辉介绍，通过这项工作，科学家还详

细了解了水稻的进化过程， 对其他物种

的基因研究也有启发。 同时，这也为育种

提供了一张“导航地图”，将来有望使育

种专家告别盲人摸象式的育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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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应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教育部印发新课标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从今年秋

季开始 ， 全国高中将使用全新 的 课 程

方案和课标 。 教育部日前印发 《普 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 程 标 准

（2017 年版）》。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和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 是 这 次 课

标修订的亮点 。 这是记者从教 育 部 获

悉的消息。
据悉， 与 2003 年颁布实施的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相比， 新的课程方案的主

要变化是： 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中教育

的定位， 强调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

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 面向大

众的基础教育， 不只是为升大学做准备，
还要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

准备，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因此， 高中阶段进一步优化课程结

构， 适当增加课程的选择性， 为不同发

展方向的学生提供有选择的课程； 强化

课程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 从选课走班

等新要求出发， 进一步明确课程实施环

节的责任主体和要求 ， 增设 “条 件 保

障” “管理与监督” 内容。
在加强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方

面， 语文课标最为明确。 新课标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须贯穿语

文科目的必修、 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

部分。 在 “课内外读物建议” 部分， 除

保 留 原 有 《论 语 》 《孟 子 》 《庄 子 》
外， 增加了 《老子》 《史记》 等文化经

典 著 作 ， 要 求 学 生 广 泛 阅读各类古诗

文， 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 新课标

明确规定 “课内阅读篇目中， 中国古代

优秀作品应占 1/2”， 还设置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专题， 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经

典作品深入学习研讨。 将原标准 “诵读

篇目的建议” 改为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

目”， 推荐篇目数量也从 14 篇 （首） 增

加到 72 篇 （首）。
此外， 美术、 音乐、 体育与健康、

数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 。 如美术课标增设 “中国书画 ”，
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绘画、 书法、 篆刻等

经典作品欣赏及传统画论， 促进学生坚

守中国文化立场， 增强文化自信。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标修订

的又一个重点 。 语文 、 历史 、 思 想 政

治、 音乐等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
对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在

教考关系方面， 把学习内容分为必修、
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类， 与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 统一高考相关要求以及学生兴

趣特长发展需要相适应。 在考试命题方

面， 各学科细化了评价目标， 加强了对

学科素养的测评指导。

■本报记者 张鹏

电视剧的注水“套路”正消耗观众的信任
(上接第一版)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

教授张斌指出，电视剧篇幅长，并不直接

等于艺术性低， 关键在于是否有能与之

对应的内容作支撑 。 像 1994 年播出的

《三国演义》共计 84 集，即使放在今天也

称得上是“大部头”。 但因为有罗贯中的

小说原著做底，整部剧的情节张弛有度，
几乎没有“闲笔”，令观众看来丝毫不感

到冗长。 再比如前些年热播的《甄嬛传》
76 集，改编自一百多万字的网络小说，剧
情扣人心弦， 至今仍是许多类似题材电

视剧用以对标的范本。
这种内容与体量的和谐， 是构成电

视剧艺术性的基本要素之一。 反观如今

的许多电视剧， 不考虑故事本身适合的

表现长度，硬要撑到一定的篇幅，势必会

出现空疏，损害剧作的艺术性。 针对当下

不少国产剧在口碑上的 “高开低走 ”和

“低开高走”，张斌认为，原因都是没有按

照艺术本身的要求来。 有些剧故事本身

很精彩，完全可以做成一部精品，但勉强

拉 长 篇 幅 的 结 果 就 是 白 白 浪 费 了 好 素

材。 像《那年花开月正圆》的题材原本极

具可塑性，但 74 集的篇幅对于其故事而

言实在太长，因此许多地方显得拖沓，令

人惋惜。
为什么明明可以从头到尾保持高水

准，仍要踩着“节奏”见缝插针地注水？ 究

其原因，还是脱不开“利益”两个字。 不少

被采访者都表示，集数“连带着广告 ，连

带着卖剧的钱， 多出一集就是增加了很

多收入。 所以要打造精品，很多片方不是

不能，而是不为”。
这 种 为 了 利 益 而 牺 牲 艺 术 性 的 做

法，在专家学者看来无异于“慢性自杀”。
许多片方满以为依照一定的 “套路”“节

奏”来注水、“捣糨糊”，就能够抓住观众，
但最终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观众自有其

鉴别力，不会为背离了艺术规律、背离了

质量的作品埋单。 在开播前拥有题材、演
员、话题等一系列“先天优势”的《猎场》
播出后口碑一路下滑， 就是一个明证 。
《军师联盟》后半部散失人气以后，续集

《虎啸龙吟》 受到的关注也远不及前作，
将精彩段落留至续集的策略如今看来是

一记彻底的“昏招”。 更不容忽视的是，一
旦任由这种投机取巧的风气蔓延开来 ，
观众对电视剧的信任感将大大降低 ，而

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都是值得警惕的

问题。

沪上博物馆纪念馆升级换代

为城市带来越来越多文化润泽

(上接第一版)
兴业路 76 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 一批又一批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地。 这里 “因人施讲” ———
即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编写不同的

讲解词， 让不少参观者赞叹。
“参观前， 我先唱一首歌给大家

听， 会唱的小朋友也可以和姐姐一起

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儿，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这

里有一幅油画， 还原了当时代表们开

会的场景。” 这是少儿版的讲解词， 工

作人员说： “少儿参观的主要目的是

学习， 讲解要尽可能偏重故事性。” 而

面向中青年观众， 讲解内容要求条理

清晰； 针对老年观众的讲解词， 则需

适当增加史料考证和学术研究成果等。

互动中体悟湮没在时光
里的春秋文华

伴随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

性法规文件 《博物馆条例》 正式实施，
“教育” 两字近年来被提到博物馆三大

功能的首位。 沪上文博场馆推出多样

化的教育活动， 让孩子们在和文物的

互动中体悟湮没在时光里的春秋文华。
以上海博物馆的 “亲子儿童教育平台”
为例， 过去一年间， 针对 4 岁至 14 岁

儿童推出了 50 余种 400 多堂课程。 有

些课程一上线， 名额不到半小时便被

订满， 甚至还有外地的家长带孩子坐

飞机来上课。
凭 单 个 博 物 馆 的 力 量 做 公 共 教

育 ， 难 免 遭 遇 资 源 和 人 手 不 足 的 难

题。 上海市专门成立了国内首个博物

馆教育联盟 ， 首 批 成 员 共 11 家 ， 涵

盖艺术、 科技、 自然等各个领域。 它

们通过同一个渠道， 发布教育与活动

讯息， 邀请更多市民加入到这个博物

馆的 “朋友圈” 中来。
“博物馆不在于拥有什么， 而在

于以其拥有的资源做了什么。” 这是国

际博物馆界的一句名言。 陈曾路指出，
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动力很足， 但在快

速发展过程中不能迷失自我， 要认真

思考博物馆在当下的存在意义。 “以

前我们的眼睛里盯着的是价值连城的

藏品 ； 现在我们要 让 更 多 人 认 识 到 ，
这 些 藏 品 所 蕴 藏 的 精 神 价 值 和 文 化

内涵。”

制制图图::冯冯晓晓瑜瑜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10：00 至 2 月 8 日 10：00
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3/06），二拍：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0 号 201 室房地产。
（房地产权证号：黄 2014050228，建筑面积 2484.07 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436.2 平
方米，带租按现状，不含装潢）。 起拍价（保留价）1.056 亿，保证金 528 万元，增价幅
度 50 万元，设保留价；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
承租人、共有人等具有优先购买权人，及时向本院申报，未向本院申报并参与

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联系人：李法官，电话：0513-68506410。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网络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