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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和孩子，面对书店里名目繁多的教辅书，都不知该

如何下手挑选。“精华”、“大全”、“名师”、“名校”

⋯⋯这些诱惑人的字眼总能让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掏了荷包

。 可是最近，在某网站的论坛中，一篇题为《当一个负责任

的教辅书编辑，我都快哭死了》的帖子，引起了众多出版社

教辅书编辑的热烈回应，纷纷跟帖曝光劣质教辅书出版黑幕

。 这位网名为“彼岸是金”的网民在《当一个负责任的教辅

书编辑，我都快哭死了》的帖子里写道：“不负责任的老师

呀，随便就把后面章节的内容复印后贴到前面章节，就算是

修订过了。为什么老师们不可以负责一点呢？” 据“彼岸是

金”透露，他们一周就要编写一本教辅书，简直就是高产作

家。 “彼岸是金”最终选择了离职，但他也表达了对这个行

业的忧虑：“我不做，还会有更多的人做。人们看重的只有

能赚多少钱。” 如此多的“黑心”教辅书，究竟是如何被炮

制出笼的呢？近日，记者对本地教辅书市场展开了调查。 黑

心榜 挂名师名字就像搞加盟 很多家长帮孩子挑选教辅书的时

候，总是特别看中编撰者和编撰机构的名气。但是，所谓的

名师、名校，在圈内人看来，都是虚张声势。有人说，现在

教辅图书的质量，就像电视里那些医院广告、保健品广告、

增高广告，吹嘘都是一流的，越来越缺乏真正的东西了。 “

那些教辅书上写着的名师，怎么可能自己编写呢？”浙江某

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蒋明明(化名)很坦率地告诉记



者。 作为教育一线的老师，蒋明明曾参与了不少教辅书的编

撰工作。他说，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教辅书，都会挂上顶尖

名师的名字，“我编过的一本教辅书，编撰者中，挂在第一

位的就是北师大附中一位非常有名的全国特级教师的名字，

但你想想，挂他名字的书也太多了，他怎么可能都亲自编写

呢？” 蒋明明告诉记者，名师的名字也不是能随便乱挂的。

一般来说，做这部教辅书的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和这些名师都

会签订协议，名师只要同意挂名，就能收到一定的“挂名费

”。“这和连锁店加盟没什么两样。”蒋明明说。 没有名师

，找一些教育一线，中上水平的老师编写，还是一件幸事，

毕竟他们最了解教育情况。 “最糟糕的是，有些书商根本就

是随便找了几个人来编写，最后编撰者的名字全是杜撰出来

的。”浙江一位做教辅书非常成功的民营书商马先生对记者

直言。 黑心榜 一周编写一本教辅书 网友“彼岸是金”曝光说

：“上午领导让一个同事换一本书的题，说只要全书换10道

题左右就可以了，不然编校部门不愿意，出片的也不愿意。

哈哈，就是读者没啥不愿意的。” 在教辅书市场上，内容的

大同小异太普遍了。很多学生在做练习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

，这本做过的题，在那本里又出现了。 “第一次出，还会创

作一些原创的题目，等到第二年，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新东

西了，稍微地改头换面一下就行了。”蒋明明告诉记者。 有

业内人士笑言，在这一行，粘贴、拷贝的水平要很高。但凡

市面上出现一本质量不错的教辅书，很多书商就会把它“拿

来”，重新包装成自己的书。 “我一般一个晚上能完成5000

字吧。”蒋明明说。据记者了解，这样的速度已经算慢了。

很多编撰老师，真就像是“彼岸是金”所说的“一周就要编



写一本教辅书”的“高产作家”。 “编教辅书的稿费太低，

一般一千字也就拿40元左右的稿费，按一本书15万字算，也

只能拿到6000元钱。所以，很多老师就随便对付对付，不会

花太多精力在这上头的。”蒋明明说。 省新闻出版局工作人

员认为辨别正版劣质教辅书有点难 面对名目繁多的教辅书，

读者购买时要辨别优劣，还真是难倒了学生和家长。 “现在

的教辅书鱼龙混杂，很多书我们很难分辨出好坏，而且在书

店也不可能仔细研究，只能随便翻翻，买的时候基本只能跟

着感觉走，看看出版社、封面关键词介绍。”在杭州庆春路

购书中心，一位家长看着面对众多教辅书，显得有些茫然。 

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被冠以名地、名师、名校

的教辅书，其实只是一些出版社的营销策略，“许多书傍着

名牌、名师，实际上内容却未必真如标榜的那样。” 省新闻

出版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分辨正版教辅书的

优劣，比判别盗版书更难。这位工作人员提醒家长和学生，

“最好购买声誉比较好的出版社的教辅书，那些偏远地区的

出版社的书，很有可能是不法书商通过购买书号的方式，制

作的伪劣教辅书”。 不少业内人士呼吁，要解决正版教辅书

的粗制滥造问题，一方面是限制非专业出版社的教辅书的出

版，少出或不出教辅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辅书建立定期

抽查机制，发现问题应加大处罚力度。 ●纵深 劣质教辅为何

能“长驱直入” “合作出书”有何黑幕 谁动了我们的教辅书 

粗制滥造、质量低下，成为最近几年中、小学教辅书的“痼

疾”，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劣质教辅书流入市场？业内人士很

一致地把矛头直指图书发行环节。 “书店里在卖的教辅书还

算质量好的呢。毕竟能在市场上零售的，质量总还是经得起



考验的。最劣质的教辅书往往就是那些书商通过教育部门或

各个学校做发行，指定学生购买的教辅书。”一位中学老师

直言不讳。 据了解，现在的中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向学生

指定购买教辅书的情况。 “我们做的教辅书都是走新华书店

的，质量必须要过硬，所以成本也相应比别人高。和很多读

者一样，我们最痛恨的也是那些让劣质教辅书直接进学校的

书商。他们把这个行业都做坏了！”注册了自己品牌的马先

生说。 据业内人士分析，浙江省有40万高中生，通过学校发

行，一本书发行一两万册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基本发

行5000册就能产生利润了。” 这些不合格的教辅书，大多是

出版社与书商合作出版的。 业内人士都知道，所谓“合作出

书”，有一种情况就是，书商变相从出版社买书号，书名义

上由出版社出版，而且书商一般都会向出版社交纳10%左右

的管理费，但很少有出版社履行管理职责，图书的整个流程

基本都由书商自己撑控。 一位做了十年教辅书的书商帮记者

算了一笔账：一本定价为10元的教辅书，印制成本(纸张、印

刷)占20%，出版社的管理费为10%左右，作者的稿费约1万元

，排版、校对需要支付5000元。所以，这本书发行1万册才基

本能保本。如果要发行几千册就有赢利，惟一的办法就是降

低作者稿费和校对排版的费用。 “降低稿费很简单，不要请

好的老师，随便找几个人拷贝、粘贴一下就行了。”一位出

版社编辑说。 一位做英语教辅书的编辑也抱怨说，出版社找

了一堆中专毕业生来做校对，“他们没有一次能给我校清楚

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