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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

加古诗文的背诵科目，是否增加学生

负担的问题，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

继亮今日回应称，不要认为要求背就

是负担，要根据学科特点。对于语文

来讲，过去推荐了 14 篇，现在变成

了 72 篇，是在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

基础上，对加强传统文化的具体落实。

教育部今日举行发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2017 年版）》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新修订的课程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科

目，从 14 篇达到了 72 篇，这样是不是还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在减轻学生过重课

业负担方面，新修订的课程有什么考虑？

申继亮对此回应，首先从意义上，每个人，无论是学习、工作，肯定要干事，

干事就是负担，轻和重怎么判断？应该看对个人、对社会有没有价值。如果说花

了很多精力、很多功夫干这个事，对个人的成长、对社会没有太多的意义，没有

太多的价值，这就是负担。再从方式上，如果孩子每天忙的的方式和成长关联贡

献不是那么大，比如天天做题，对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有没有帮助，就是负担。所以我们减负要减这些负担，不是简单地谈减负就是

少学习、不学习。

申继亮又提到，这次高中课程修订完以后，在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依据是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简单

地开一门课。首先要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全科渗透，在修订启动大会上就部署

了这个任务，14 个学科，各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有机地、自然地把传统文化

教育内容融入进去。

第二，相对义务教育阶段，比重进一步增加。我们经常说要保证打上中国底

色，怎么打底色？得有一定的量。所以高中这次修订中，量是有增加的。高中语

文课标里有一句话，课内必读书目中，传统的经典作品必须应占 1/2 以上，因为



高中孩子学习古诗文的能力还是增高了。

第三，要求更高，不是简单的知道，要从传统文化的学习当中汲取营养，真

正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打上中国底色。比如语文，是不是一讲背诵就是负

担？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学科特点。

申继亮表示，对于语文来讲，过去推荐了 14 篇，现在变成了 72 篇，是在评

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基础上，对加强传统文化的具体落实。另外比如历史课程中文

化方面的学习，要求也提高了，高中要在初中的基础上，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角

度看中华文化的贡献，角度都不一样了，要求都不一样了，所以要求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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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结合本文，请简述高中新课标古诗文背诵未必就是增加学生负担的理

由。

2、您认为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有何有点？或者说有何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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