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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课本茬找课本茬””的孩子们的孩子们
用一副三角板能画出多少度数的角？“除了30度、45度、60度、75度……应该还有

165度！”据媒体报道，对小学课本上的这道数学题，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小学四年
级学生米之贤、廖钧宇发现，自己找到的一个答案并不在所列参考答案中，他们就这一
疑问给教材编写组发去了邮件。回信中，编写组肯定了两名学生的探究精神和严谨态
度，同时表示，在教材修订中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小学生给课本挑错而被采纳的报道屡见报端。孩子们自
称“偶然”发现的背后，需要经历怎样的思考过程，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品质？在学教材、
用教材过程中，怎样正确看待“标准答案”，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又该如何激发？
记者进行了采访。

挑错的过程是探究
问题的过程

“爸爸，你看语文书是不是
有点问题，课文讲的是秋天，那
插图怎么画的是春天开的花？”
一天，中国科学院西北研究院
研究员王飞腾，被自己上小学
三年级的孩子问住了。

“相比文字表述，低年级学
生往往对图画更敏感。孩子听
新闻上说有小朋友给课本挑错
成功了，对新学期发下来的课
本也好好‘审看’了一番，还有
种兴奋感，相信自己也能发现
些问题。”王飞腾说。

据媒体报道，2021 秋季学
期，沈阳市126中学七年级学生
崔宸溪致信出版社，指出英语
课本上的蜜蜂配图配成了食蚜
蝇，出版社编辑为他点赞；当年
10月，上海市小学生吴叶凡在
翻看美术课本时看出书上的

“树叶”应该是数亿年前的古生
物“海百合”，出版社第一时间
将错误进行溯源并上报修订；
2022 年 4 月，杭州市安吉路实
验学校的张裕周，发现七年级
上册《人文地理》课本中一幅地
图里海地所在的位置及周围都
被标为“西班牙语”，根据平时
的阅读积累，张裕周认为应当
是法语，出版社给予肯定……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创新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吕文
清表示，这几个挑错成功的案
例里，从发现疑点、查阅资料到
写信求证，孩子们经历了一个
真实问题探究的过程，同时还
表现出各自的潜能和优势。

“一是有深度觉察和思考的

习惯，二是有良好的探究意识和
质疑精神，三是有专业层级的知
识和志趣，四是有高阶思维和认
知能力。”吕文清分析，孩子们不
仅用新的角度计算方法给参考
答案补了漏，还表现出概念转
换、知识联结、逻辑推理等高阶
思维和认知能力；运用生物知识
识别出配图问题，则表现出了专
业志趣、知识积累和评鉴能力；
而发现地理课本地图标注错误，
不但探究意识、质疑精神突出，
还表现出深度阅读、问题意识、
联系社会、资料查证等创新性学
习能力。

不把“参考答案”奉
为圭臬，重在发展知识
建构能力

在课堂讲题过程中，云南
会泽茚旺高级中学数学教师赵
庆准也曾多次“点拨”学生们尝
试“不一样的想法”。“虽然没有
给课本挑出错，但他们确实表
现出很强的自学能力。有次讲
到一道比较大小的题目，如果
运用高中知识，需要通过构造
函数求解，然而这一函数一般
不容易想到。一位对数学非常
感兴趣的学生接触过泰勒公
式，说运用它求解就简单了。虽
然这‘超纲’了，但还是对他敢
于发现予以肯定。”

王飞腾也认为，即使没有
成功挑错，敢于探索求证本身
就有价值。“长颈鹿非常喜欢吃
金合欢的叶子，但金合欢树在
书里画得既高又粗，当时我儿
子就问，这个配图是不是错
了？”王飞腾引导孩子查阅百科
全书等资料，发现课本并没有

错。“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了解
了金合欢和长颈鹿彼此因生存
竞争而‘相爱相杀’的科普知
识，他非常感兴趣。我想，这才
是真实有效的学习过程，在这
一探究过程中，他对生物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生物适应性、自
然选择学说都有了自己的理解
和认识。”王腾飞表示，教师应
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提升自
己的专业素养，努力解答学生
提问。

“在我看来，只有‘参考答
案’而非‘标准答案’，教材和教
参、练习册后面的答案只是作
为我们做题、学习的一个参考
而已。不论学生是有疑惑，还是
有不同看法，我都会鼓励其充
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赵庆准
说，“提出问题之后，我会引导
他分析，这个问题是我们所学
知识能解决的吗？问题本身逻
辑有无差错？总之要和学生平
等探讨、以理服人，不能打击学
生自信心。”

“一味地让学生背记标准
知识点和标准答案，一味地套
用参考书给出的标准模式，会
逐渐形成固化的思维和习惯，
孩子们就会自动屏蔽‘思考’，
乐于‘听说照做’，进而影响学
生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发展。”
吕文清表示，“应当把课本作为
缩略的‘脚本’，重在培养解决
问题意识，一步步接近本质、把
握本质；把课本要求作为指引，
重在培养元认知能力，一步步
把课本读‘薄’读透；把课本知
识作为探究素材，重在发展高
阶思维，一步步把知识学精学
活；把标准答案作为范例，重在
累积知识建构的方法和能力，
一步步把课本读通。这样才可

能学到最有价值的知识，也才
可能应对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复
杂事物和各种不确定性。”

课本是学生学习知
识的桥梁

科学课本上的植物，到底
是如何“长”出来的？去年 2 月
份，中小学课程研究专家、中科
院植物研究专家，与中关村一
小、海淀少年宫和人大附中朝
阳实验学校等一线课程教学专
家，组织多名 5岁至 10岁的孩
子开展了一场“植物科学探究”
活动。

通过志愿者导览观察、植
物专家指导观察、科普画家引
领精细观察和专家教学显微镜
观察后，孩子们将观察结果自
主记录，回到讨论室查资料，进
行回溯、描述和讲解，用大白纸
写写、画画，与同学、老师、专家
提问交流；专家引领小朋友们
游园，讲解科学家发现植物活
化石的经过；教师领着孩子们
采风写诗，创作科普绘画，练习
传统插花……“更喜欢观察花
草树木了，观察事物精细了”

“探究活动让我主动探究游泳
池水的颜色变化”。吕文清表
示，从孩子们的反馈来看，他们
的观念、思维、方法、责任感都
有了真实的进阶。

如何让课本带动学生深度
思考？吕文清表示，根本之策是
课本升级进阶，课堂上活学活
用，真正落实创新驱动，特别是
对常态化教与学进行有效引
导。

“我想，在教与学层面要特
别关注四点：一是在更高维度

上使用课本，要明白课本知识
是人类实践成果的概括、总结
和提炼，要在强化实践这个‘第
一手知识’的基础上使用课本。
如低年级要注重家务、劳动、自
然观察、小探究等。二是要在更
开阔的连接中把握课本，把抽
离的课本知识放置在一个大的
框架中，如科学与技术的整合，
科学与社会的连接，以及各种
综合学习的设置，有学科的整
合和连接才有可能接近课本本
质。三是要在‘深度理解’中穿
透课本，要明白课本知识是学
科知识的‘浓缩版’，是提取的
精华，需要原情境的支持。如一
些古诗文，能否放在作者所处
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设计呈现方
式，给学生深度理解搭建情境。
四是要在创新实践中延展课
本。要明白课本完成的是‘以手
指月’，而重点在于如何让孩子
们真的‘把玩’一下，而我们强
调跨学科实践和项目学习，核
心价值就在于此。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索课本内
容，把课本要求作为学习指引，
把课本知识作为探究素材，把
课本给出的标准答案作为范
例，争取‘以一驭十’。”

吕文清表示，适应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要求用好课本，难点
在于如何平衡标准知识、标准答
案、标准路径、标准方法、标准评
价等问题；在于教与学环节如何
摆脱对课本的过度依赖，甚至把
它作为学习内容的全部，老师只
教课本，学生只学课本。“我们应
当承认课本承载能力有限，它像
是一座桥，让孩子们看看桥上的
风景，然后走过去，而不是把‘标
准’圈起来。”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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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国 爱 沧 ，拥 军 爱 民 ；民 族 团 结 ，维 护 安 定 ；
自 由 平 等 ，遵 纪 守 法 ；知 荣 明 耻 ，崇 德 尚 礼 。
移 风 易 俗 ，崇 尚 科 学 ；勤 俭 节 约 ，反 对 浪 费 ；
垃 圾 分 类 ，保 护 环 境 ；诚 实 守 信 ，公 平 竞 争 。
履 职 尽 责 ，爱 岗 敬 业 ；孝 老 爱 亲 ，邻 里 和 睦 ；
尊 师 重 教 ，热 心 公 益 ；乐 于 助 人 ，见 义 勇 为 。
衣 着 得 体 ，举 止 大 方 ；讲 究 卫 生 ，文 明 养 宠 ；
遵 守 秩 序 ，安 全 出 行 ；健 康 生 活 ，弘 扬 新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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