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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科
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今后教科书选用
委员会需由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
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其中一线教师不少
于 1/2。选定的教科书需在网上公示，中
小学教科书版本一经选定使用，在学段周
期内，不得中途更换。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教科书
选用工作专业性很强，还涉及经济利益，
因此《办法》明确规定选用教科书应当组

织成立教科书选用委员会，具体负责教科
书选用工作。为确保选用委员会的专业
性、代表性，选用委员会要由课程教材专
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其
中一线教师不少于 1/2，最大限度地防止
行政意志、个人意志决定教科书选用。教
科书编写出版发行人员不得担任教科书
选用委员会成员，防止利益相关者影响正
常选用。

考虑到教学的连续性，防止随意更换

教科书，《办法》规定教科书一经选定使
用，应当保持稳定，在小学、初中、高中学
段周期内，不得中途更换。两种情况下可
以重新选用或更换教科书版本：一种是确
有问题的，如严重违反选用程序规定的、
课前没有按时到书的、教科书与教育部审
定内容不一致的，以及出现其他严重影响
教科书使用的情形；另一种是学校提出变
更申请，并经专业机构评估确与当地教育
教学实际不相适宜的。 （据京华时报）

教材乱象 新规整治

教科书中夹带广告、教材出错、批

量采购出现盗版教材，甚至有的省市

出现教材频繁更换的问题。学生人手

一册的教材屡出问题，业内人士称，教

材出现问题多是牵扯经济利益。目

前，教育部已经出台《中小学教科书选

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教科书内不得

有宣传广告内容，同时规定教科书一

经选定使用，应当保持稳定，在小学、

初中、高中学段周期内，不得中途更

换。

今年９月，一名广东肇庆的网友在论坛
上发帖称，自己读初一的女儿开学领到北京
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英语课本里夹着活
页广告，包括教材出版方的同步学案、录音
带、专用词典、点读笔、多媒体互动电子教科
书的售卖广告等。在活页纸的最后还印有
《原配英语产品征订单》，除了活页纸，在教
材的出版说明中也有近半篇幅介绍该英语
教材的配备产品，144页的教材中就足有 6
页广告。在课本的封底页中也包含了大量
丛书的宣传信息。

不仅如此，从初一到初三，所有的课本
中都存在夹带广告的情况。

夹杂广告行为只是诸多乱象中的一
种。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在教材采购中以
次充好，甚至出现了批量采购盗版教材问
题。2012年云南省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
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并下达了中央专项资
金购买。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基层在落实政
策中打了折扣，大量包装粗劣、质量低劣以
及盗版的《新华字典》流入学生手中。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无视中央规定，随意
更换教材。例如，广东江门此前曾要求当地
180多所学校放弃正在使用的英语教材，改
用只有 10 多所学校在用的另一种英语教
材；海南也擅自调整了 13个学科教材版本，
其中义务教育调整 11个学科，占教育部规
定的义务教育学科的60%。

教材出错也是乱象之一。去年 12 月，
郑州市教师彭帮怀发现人教版新版初一语
文书上有若干错误，并向法院起诉。人民教
育出版社就此事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致歉
信，表示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的确存
在 6处错误，在下一年印发的时候，会把错
误纠正过来。

据彭帮怀统计，人教版的新版七年级语
文上册教材里共有 30多处错误。如教材中
将“沐浴”写为“沭浴”等。他将人民教育出
版社和书店告到了当地金水区法院，并已经
立案。11月 2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此事
件，在其官网的“近期公告”栏目中刊发“致
歉信”。信中表示，“2013年，遵照2011版课
标精神，结合课改 10余年来一线教师的建
议以及课堂实践的反馈，我社对人教版《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
册》做了适度修订，但由于时间仓促，出现一
些编校问题，给广大师生教学带来了困扰。”
人教社认可了该册教材黑白本（2013年5月
第3版）中的6处错误，并表示会在第二年印
发的时候，将错误纠正过来。

对于教材被曝出的各种问题，教材是
如何选用的？教材出版行业的刘女士介
绍，教育部会在每年的2、3月确定一个审
定过的教材目录，统一发给各个省的教育
厅，教育厅再发给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原
来教材有的由省里选，有的由市里选，有
的县级行政部门选。每个省的情况不一
样，所以会给人以教材选用混乱的情况。

所有的教材印刷前都要经过三审三
校，但依然出现了人教社的教材出错的情
况。

面对纷繁的教材，用谁家的不用谁家
的？刘女士讲述了教材发展的背景。早
在 2001年之前，我国的教材还是由人教
社一统天下，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
元化改革，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
体和个人编写教材。一时间，各种教材编

写纷纷上马，教材审查则由教育部负责，
审查通过的教材才能进入选用环节。由
此，教材编写、审查、选用便形成了环环相
扣的利益链。教材出版行业的刘女士介
绍，当时，很多地方自行编写教材，于是相
关各方围绕着这块大蛋糕展开了激烈的
争夺，乃至出现了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

市场内对教材选择的确出现了混乱
的情况。刘女士说，每家出版社都希望推
广自己的教材，因为除了教材选用，出版
社还要承担教材培训的工作，由出版社组
织教研员进行培训，这其中就涉及一些培
训经费划拨给出版社。“在最早那些年，出
版社承诺给培训部门的条件比较优厚，所
以可能选这个版本，不选那个版本。”

刘女士说，对于各省来讲，这些教材
全部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所以选哪个版

本都没错。因此，各家出版社都使出浑身
解数来抢夺教材这块大蛋糕。各种经济
利益也不言而喻，前几年，河南、四川等地
教育圈高官双规，也是与此有关。有媒体
报道称，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总码洋（定价
总额）每年在 300亿元左右，教辅书总码
洋每年在 600亿元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
关费用，这是一块市场价 1000亿元的美
味蛋糕。

刘女士坦言，教材对出版社来说是教
科书，也是产品，因此，每年从下半年开始
各家出版社就会着手到各地去宣传自己
的教材。早年间一些能想到的诸如旅游
等福利也会由出版社提供给职权部门。

经过了当时的一个混乱期，现在各省
市的教材市场基本已经确定下来。北京
等省市相对外省市更加规范。

面对各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的教材，
常常让人感觉眼花缭乱。刘女士说，现在
市场上教科书品种很多，以语文为例，通
过教育部审定的教材版本有 14个品种，
英语则有30多个品种。

很多家长认为教材开发需要由教育
部组织专家进行研发，事实上，2001年新
一轮课改，教育部开始接收不同学科教材
的立项。教科书采用的是申报制度。教
育部确定总体的教学大纲，出版社如果有
能力找到作者做教材，就可以向教育部申

报教材。教材申报后，教育部请全国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来审定教材，如果通过
后就可以列入全国的教材目录。

刘女士也表示，出版社开发一套教材
往往耗资不菲。需要先找作者，进而组织
一个编写组。编写组需要先学习课标，再
反复开会研究，确定样章，经过反复磨合，
再排版制作。印制出来，国家要限价，如
果发行不到一定量，只能赔钱。也出现过
出版社投入了很多经费研发教材，但送审
没有通过的情况。

对于目前市场上众多的教材版本，刘
女士认为理想的版本数量应该在 10套左
右比较合适，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生活都
不一样，学生接触的生活也不一样。以文
科为例，语文课文更多涉及南方风景、生
活习俗等内容，南方的学生接受起来更容
易。她说，尽管各地课本中的文章不一
样，但是训练点是一样的。需要掌握的常
用字都有具体的数量要求，该掌握的文章
写法，修辞手法、训练能力等都有一致要
求。

相对于教科书，刘女士认为教辅材料
存在的乱象更为突出。按照国家规定，每
门科目只能在校内征订一种教辅书，每学
年由学校统一收费并向出版社征订。如
果学校的科目同时配备了同步练习、课外
阅读等教辅材料，这多数是书商与学校合

作推销的行为。刘女士说，目前泛滥的教
辅材料大部分是书商购买了出版社书号，
印出教辅书后直接向学校推销。

以语文为例，有的教辅材料对课文讲
解得过于细致，但没有抓到教科书的重
点，只会增加学生的负担。特别是有的训

练点已被现在的大纲取消，但旧的教辅书
还按照老大纲的要求讲解，如分段、写段
意等，这就会加重学生的负担。此外，目
前很多学校都推出了阅读书目，并配有成
套的书籍，也需要家长擦亮眼睛，很多就
是书商的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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