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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进入实验的“思想品德”教科

书有9套之多。多种版本“思想品德”教科书各具特点，开展

对教科书比较研究，有利于促进教科书质量的提高。本文以 

粤、湘、鲁、人教版的“思想品德”七年级(上册)教科书为

例，拟从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内容整合、呈现方式三个视角

进行分析，希冀找出“思想品德”教科书编写的规律和各版

本教科书的特色。一、各版本教科书编写理念的特点分析 教

科书的编写理念是教科书的灵魂，它体现了编者的价值追求

。新课程改革给教科书编写注入新的理念，使教科书编写有

了共同的编写理念，表现在：第一，以新的德育观为统领，

强调自主构建与主流价值引导相结合。如人教版教科书编写

的总原则是“以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结合”；粤版把教科

书定位为学生道德成长的向导；湘版教科书力求体现明确的

价值导向；第二，以新的功能观为指导，突出教科书作为学

生学习资源、工具、媒介的功能。如粤版教科书明确指出教

科书是学生道德自主构建的工具；人教版教科书定位是帮助

学生“道德学习”；鲁版教科书注重对学生成长的记录；第

三，以“生活德育”为依托，倡导道德教育回归学生的现实

生活。如人教版教科书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力求走进学生

文化；粤版教科书强调教科书是学生道德生活的回归，加强

教科书与学生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鲁版教科书注重学生

生活经验，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湘版教科书把学生在现实



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作为确立教科书内容的依据，努

力提高现实针对性与实效性；第四，以德育美学观为审美标

准，力求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如粤版教科书认为教科书

是美的载体；人教版教科书认为教科书是美的存在方式。 四

个版本教科书在理念追求上也各有侧重：在教科书与学生关

系的理念上，人教版与粤版教科书强调教科书、教师与学生

三者是平等地位上的对话关系，认为教科书是学生的“商谈

者”、“对话者”，侧重从“学材”的角度来编写教科书；

鲁版与湘版则基于教科书是学生道德学习的帮助者、引导者

的理念，强调教科书在引导学生获得必要的知识基础上应指

导学生在实践中获取方法，以达成道德养成；在道德与实践

关系的理念上表现的方式也不同：粤版与鲁版教科书注重实

践活动的德育功能，通过设计多种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对道

德矛盾冲突的体验和探究。人教版教科书将道德活动设计与

学习内容融为一体，促使学生在情感体验与主动探究过程中

实现思想品德的提升。湘版教科书重视实践活动环节，以知

识为基础，充分开展学生个体积极主动的实践活动，强调在

实践中陶冶、体验和感悟；在课程评价理念上体现出不同的

特色。如粤版与鲁版教科书重视评价的促进学生德育养成的

功能，教科书明确设计与安排了评价活动。尤其是粤版教科

书每课设置“实践与评价”模块；鲁版教科书则采用成长记

录、“我在成长”单元评价活动等形式构建以自我总结、同

伴评价为主的多元的评价体系。湘版与人教版教科书则从单

元前后的主题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渗透。在教科书中安排大量

的“说一说”、“想一想”、“议一议”活动促使学生自我

反思、评价。二、教科书内容整合的特点分析 教科书内容整



合体现着编者对学科知识的组织、概括能力和应用水平，它

的优劣是教科书编写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四版本教科书采

用顺应“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的思路对课程标准规定

的内容进行整合。 整合特点是： 1、突出生活性。各版本加

强教科书内容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

的学习兴趣。例如，各版本的七年级上册教科书均以进入新

的学习环境与新的学习阶段的学生生活为主题，从与学生关

系最密切的新环境、新集体、新同学、新老师、新学习方法

、青春期身心变化等角度编写； 2、着眼综合性。四个版本

的教科书从学生适应新生活和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出

发，以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我与集体、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为主线，对心理健康、道德、法律、国情等方面的学习内

容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如粤版教科书按相邻的生活与学习

内容有机地整合了心理健康、道德等教育内容，构成了“走

进中学”、“认识自我”、“学会交往”、“学会学习”四

个主题模块； 3、强调发展性。“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学

生的发展，是贯穿在四个版本教科书中核心理念。教科书内

容整合着眼于学生适应现在与未来生活的需要，注重学生良

好的习惯、与人合作的意识与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

自我学习、自我发展与自我评价的能力。如人教版教科书的

“认识新自我”、鲁版教科书的“新自我新认识”、湘版教

科书的“亮出你自己”、粤版教科书的“认识自我”，这些

整合能使学生自我认知得到发展，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能力

； 4、弘扬人文性。四版本教科书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

化和民族精神培养学生。如通过对“孝敬父母，尊敬老师，

礼貌交往”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内容整合，把中华民族优



秀的文化和民族精神渗透到教科书中去。 课程标准给了编者

相当大的自由度，四个版本教科书选取不同视角、不同思路

整合课程标准的内容，因而呈现出各自鲜活的整合特色。首

先，从整合的视角来看，生活、学习、人际交往是七年级上

册教科书的共同关注点，但各版本教科书关注的角度不同，

例如。人教版教科书侧重于对学生生活的关怀，关注与学生

自己密切相关的学生文化，旨在引导学生过富有情趣的、高

雅的、安全的、健康的、有尊严的生活；鲁版教科书强调引

导学生做生活的主人，培养自立、自强、自信的优良品质。

其次，从整合思路来看，鲁版教科书主要以学生在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为基点，逐步横向拓宽；粤版教科书明暗两条主线

延伸，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湘版教科书围绕中学生活

的不同侧面进行整合；人教版教科书以学生成长过程各阶段

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基础，以学生成长发展为逻辑主线。三、

教科书呈现方式特点分析 教科书呈现方式是教科书内容的外

在表现形式，它主要包含体例编排、栏目设计、版式设计与

语言表述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最能直接体现教科书的编写

理念以及教科书的风格。 四个版本教科书以生活为主题，采

用模块方式来呈现教科书内容，这种呈现方式以平等、亲切

的语气与学生交流，因此深得学生的喜欢；另外，栏目设计

多样化、给教科书留下空白也是各版本教科书共同亮点。在

共性的背后，各版本教科书在编写体例、栏目设计、语言叙

述方式、版式设计等方面却是异彩纷呈。 教科书体例编排 鲁

版教科书按照“问题引发思考内容呈现价值标准探究情境引

领教学”的思路构建体例。设计了“故事引导”、“共同探

讨”、“走进生活”、“我在成长”四个模块，其体例设计



的特色是：“以单元为主题，整体创新单元结构”。其中，

以《孟杰和他的伙伴们》系列故事作为各单元的开篇，形成

了故事串，将整个思想品德学习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引发学

生对生活主题思考成为该书的最大的亮点；粤版教科书体例

设计最为特别，按照“问题活动观点扩展”的思路编排教科

书体例，每课主要由“探究园”、“心灵导航”、“实践与

评价”、“阅读与感悟”四个功能板块有机组成。结构简单

、功能区分明显，让人耳目一新；湘版教科书设计了四级单

元结构，即生活主题单元、节题、框题、目题。其基本的思

路是以典型的事例、情景作为本单元的引导语，引入本单元

的主要问题，然后依次展开具体内容，并配以单元设计活动

；人教版教科书基于教科书应体现“学生的现有的生活经验

与教材内容的互动”的理解，通过栏目的变化来表现内容活

动化，活动内容化的特征。 教科书栏目设计 教科书的栏目设

计是指对教科书中每课的提示、导言、主题词、学习活动、

习题、评价、小结、参考资料、附录等呈现方式的设计。各

版本教科书栏目设计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栏目的形

式、栏目数量栏目组合方式各具特色。鲁版教科书每课主要

设计了导言、议一议、说一说、读一读、理论陈述、相关链

接、想一想、做一做、活动设计、搜集与交流、相关链接

等11个栏目；粤版教科书每课主要由“探究园”、“心灵导

航”、“实践与评价”、“阅读与感悟”四个板块组成，穿

插“小词典”、名言警句等栏目以扩大学生的视野；湘版教

科书每课安排引导语、相关问题的理论陈述、典型事例、问

题设计、补白式趣味性阅读材料、拓展性阅读材料等栏目。

人教版教科书没有明显的栏目标识，但内文有大量的互动开



放的问题与活动设计，如“进入新的环境，你有什么样的感

觉”“如果你是李明，你会怎么办”等等，使不同的内容得

以区分。 教科书语言叙述方式 教科书的语言叙述方式是指教

科书语言的运用特征，即教科书的遣词造句、行文风格等。

各版本教科书除了注意使用平等、友好的语气，语言朴实、

简洁外，语言的风格中也各有不同的追求。鲁版教科书的语

言叙述充满激情，像一首首激情诗，如“青春时节，是人生

的春天，是孕育理想、确定志向是的最佳时期；青春时节，

思维活跃，敢于创新⋯⋯湘版教科书语言表达简明扼要，说

理为主，使用学生易懂的语言呈现教科书内容，引用了较多

的富有哲理性的名言警名，发人深省、催人上进。但是与其

他教科书相比，显得语言过于严肃、偏重于说理；粤版教科

书通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语言亲切感人、文辞清新丰富、

表达不拘一格、说理层层深入。大量地运用了排比、比喻、

对比、举例、引用、设问等修辞手法，使句段气势不凡，文

采斐然，读来节奏朗朗。如，“进入青春期后，我们会经常

在镜子前流连，对自己的外貌进行评价；我们特别在意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人教版教科书注意用平等、友好的语气

说话，语言朴实、简约、富有情感、通俗易懂；教科书中许

多人生哲理、青春哲理、生命意义重大主题用了大量浅显易

懂的俗语来表达，如“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教科书版式设计 

图文并茂、版式新颖，符合初中学生的年龄与审美要求是各

版本教科书的共同特征，但具体表现手法各有特色。鲁版教

科书用了比较多的插图表达主旨内容，教科书主要用淡红色

呈现，并且课题、框题、正文、活动设计、阅读材料等用不



同的字体、不同的边框以区分不同板块的功能；粤版教科书

版面色彩斑斓，色调和谐，比较突出的是在教科书中安排了

大量的彩色漫画、照片、题头标志漫画，每个单元分别用不

同的颜色处理：浅紫、浅粉红、浅黄和浅蓝，使人感观愉悦

；湘版教科书的版式设计清新、自然、美丽。教科书以各种

浅色为主调，不同的板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采用照片、题

图画、简笔画，整体感观是色块鲜明、图文并茂；人教版教

科书版式设计朴素、庄重、灵活、富于个性化。教科书的标

题、活动设计用不同绿色表示，以区分不同的板块的不同功

能，绿色的运用使教科书具有简单、朴素、庄重之美的同时

，具有一种“绿”的生命之色，具有生机和活力。 进行教科

书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新版思想品德教科书的特点，在教

科书编写中广纳百川、兼收并蓄、打造精品，形成主流教材

。我们冀望这篇文章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初

中思想品德新教材研究，为我国中学德育教材建设添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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