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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郭　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由教育部组织

编审、人教社编辑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抽调全国力量、组成

“三结合”队伍集中会战而新编的一套全学科教材。这套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

多的创新和发展，如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参配套，涵盖师范、工农部分学科，中

学文学汉语分编，编写审查大致合一，小语课文采用手书体，讲求装帧设计和插

图，署名全面翔实等。这套教材意义非凡，不但开启了我国教材建设 “一纲一本、

统编通用”的新时代，使以往各书坊和私人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和发行成

为历史，而且积累了首次集全国之力编教材的经验，培养一批专业化人才，为后来

多套统编教材的编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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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 “教材”，主要指教科书或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还包括各学科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这

套教材只有一个版本，定是全国 “通用教材”，但之前的 “通用教材”不是 “统编教材”。

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来，全国中小学使用的

教科书或课本，基本上由国家统一供应、教育部

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统编教材

或通用教材。这些教材影响了几代学子、惠及了

广大师生，为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合格公民、促

进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首次成套自编的全学科统编教材，是根据

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

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进行的我国第一次教材会战中，

由从全国选调的２００多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

专业编辑共同完成的，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具

有开创性意义，对于现今教材工作也很有启发，

理应成为教材研究尤其是统编教材优先研究的一

个重要课题。

一、历史背景

（一）基础与前提

任何事物总有一个发展过程，新中国第一套

统编教材建设本身花费三四年时间，而且之前也

有四五年的探索和积累，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一

个以教材走向统一为 “主旋律”的 “三步曲”，

即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简称

教科书编审委）审读的开国教科书、出版总署编

审局 （简称编审局）修订的新中国第一套教科

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简称人教社）完善的新中

国第二套教科书 （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从而

为实现我国统一编审、出版和使用的教材奠定了

基础、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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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开国教科书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０

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宣部暂代国家文教

机关的管理职责，作出了统一教科书和政治书籍

出版的大政方针。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成立教科

书编审委，由叶圣陶、周建人、胡绳等人负责。

他们用数月时间审订了一套教科书，即 “开国教

科书”，通过发布 《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

向全国推荐，并通过新华书店和新成立的华北联

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使１９４９年秋季学

期的师生都用上了新课本。这项工作也是建国大

业的一部分，并为新中国教科书奠了基。［１］

第二步，第一套教科书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央继

续强调 “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

非国营不可”［２］５。 “教科书经营逐步实现国营，

这是一个新的方针措施。”［３］一方面，出版总署将

教科书编审委并入编审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

开国教科书，还在全国出版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国

营出版统一分工和专业化政策，以及中小学教科

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４］另一方面，教育部在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告：“全国教育的

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

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变革和解决。”［５］５ “会议认为编辑与改编中、小

学教科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为

了解决教材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了加强教科书编

审工作的具体计划”。［５］９，１４随后，“全国中小学的

课程教材在语文、政治、史地方面有了初步改

进”［５］１６。其结果是出版总署通过发布 《中小学

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并与教育部共同颁布

《１９５０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完成了

１９５０年春秋两学期的中小学课本供应任务。

第三步，第二套教科书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

１９５３年）。万事开头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教科

书国有化进程中，仍存在着供应迟缓、版本不

一、定价虚高、发行紊乱、新编不足等问题。为

此，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于１９５０年年底在编审局、

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基础上，共

同组建了人教社，旨在 “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

编辑出版工作”［６］。１９５１年２月和５月，政务院

分别批准的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中

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

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

供应的基础。”［７］ “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

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５］２０此

后，便依照国家课程标准草案和新学制方案，陆

续修订或重编了又一套教科书，即新中国第二套

教科书 （亦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为统一中小

学教科书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套教科书

只有部分学科是重编或新编的，大部分为前套教

科书的修订再版，而且缺乏教参，版本也没有完

全统一，“所以严格说来，这是一套以修订再版

或改编为主的教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８］。

（二）发生的契机

中央在１９５３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其实质是通过

“一化三改”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

会主义公有制，对包括教材建设在内的全国教育

事业国有化、统一化进程也提出了新要求。可以

说，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的启动，既有其基础

前提和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偶发的 “导火索”。

对此，《中国教育年鉴 （１９４９—１９８１）》中有一段

相关记录：

１９５３年５月，毛主席听取教育部汇报工作

时，十分重视教材问题，认为当时３０个编辑太

少了，增加到３００人也不算多，教育部宁可把别

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干部编教材，并决定补

充１５０名干部来担任编辑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

部负责选调。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很快从京沪等

地陆续调来了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了人民教育

出版社的领导力量和编辑力量，为１９５４年自编

成套的中小学教材作了组织准备。［７］４８３

毛泽东还说：“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

辑教学方法。”［７］４８２这次会议作出了 “重视教材，

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的决定，“并决定成立语

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研究语文、

历史教学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９］。为了落

实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教育的指示

精神，教育部于１９５３年６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和确定中小学教育和师范

教育的工作方针。其中，“为执行中央关于提高

普通学校教科书质量的指示”，并且 “适应新的

任务”，教育部决定以人教社为依托，责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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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对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

导作出新的决定”［１０］， “并决定集中主要力量在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内完成新编中小学教科书的任

务”［１１］。由此，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的

帷幕，并且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教

学参考书以及教学大纲，“国定制”教材体系和

运作机制也正式形成。

二、基本情况

（一）人员选调

教材编审是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人员配备

又是教材编审的关键因素。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

材的编审人员主要由中组部和教育部负责从全国

选调，１５０多位政治表现好、业务水平高、教学

经验多、文字能力强的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教

育干部，被充实到人教社中学、小学、师范、工

农教材编辑部门。他们与人教社编辑部原有人员

融为一体，共同组建了一支多达２００多人、专兼

职相结合的队伍。［１２］

———随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工农教材编辑室

并入人教社的有王铁、陆静山、霍懋征、马精

武、陈尔寿、雷树人、许印章、李培实、韩书

田、刘永让、黄秀芬、胡文彦、寿纪瑜、许洁

如、张玺恩、鲍永瑞、张星五、茅仲英、徐懋、

何慧君、张田若、张?、李艺庄、梁俊英等；还

有教育部有关司局的王泗原、窦国兴、苏竞存、

洪雪立等。

———从北京选调的，有来自基础教育界的刘

国正、刘默耕、魏群、李润泉、王永兴、王以

诚、陈治文、钟华、冯惠英、余文、肖垠、刘淑

珍、叶佩珉、郑蕃、张希良、邓海帆、关敏卿、

胡裕生、倪述康、刘惠民、汪含英等；有来自北

京高校的，如北京大学汪馪、冯钟芸，北京师大

赵擎寰、王钧衡、程名荣、李庭芗、马俊明，北

京师院褚亚平、殷恭端、修古藩、文以战、王希

通，北京外语学院应曼蓉、刘平英、周谟智，中

央美术学院张安治、李瑞年等；有从中国青年出

版社 《语文学习》编辑部 （原属开明书店）转来

的张志公、郭翼舟、刘诗圣、钱琴珠、张葆华、

徐萧斧、周振甫等。此外，负责装帧设计和插图

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继卣、阿老、陈沙兵、

王叔晖、林锴、沙更世、肖林，以及中央美院的

戴泽、靳尚谊、萧肃、汪志杰、李宏仁、蔡亮、

邵晶坤、王恤珠等。

———从上海选调的有戴伯韬、邱汉生、梁英

豪、苏寿桐、余元庆、吕学礼、陈瑞春、芮乔

松、许国培、刘遂生、钱国屏、胡钧升、邓散

木，以及华东师大张毕来、陈伯吹、曹孚、刘惠

吾等。

———从京沪之外选调的有：天津的刘牧、高

婉茹、王恒莲和南开大学杨生茂、天津师院王仁

忱；河北的徐晋铭、许椿生、张渭城和河北大学

郭寿彰；辽宁的董振邦、季明勋和沈阳师院吴伯

箫；吉林的夏静慧、孙敬和东北师大巩绍英、陈

元晖、孙守任、王维礼；黑龙江的王占春、吕冀

平；江苏的龙在田、夏有霹、庄杏珍、王秀合与

南京大学杨纫章、吴友仁和南京师院王维屏；浙

江的袁微子、孙士仪与浙江大学陈乐素、沈镜如

和浙江师院董秋芳；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江乃

萼；福建的洪心衡；江西的才晓航；湖北的叶立

群、李次卿与华中师大牛连海、古堡；广东华南

师院厉鼎勋、曾昭璇、郑餐霞；四川的郑实夫；

陕西的郭青、王士哲；贵州的陈远晖等。

———人教社编辑部原有人员叶圣陶、辛安

亭、吕叔湘、朱文叔、刘薰宇、蒋仲仁、王微、

蔡超尘、隋树森、张中行、李光家、孙功炎、姚

韵漪、张传宗、计志中、王芝九、李赓续、李纯

武、王剑英、田世英、颜?卿、马宗尧、沈崇

歧、李德方、陈同新、许南明、张同恂、周芬、

王世显、柯玉燕、王悦祖、李沧、任树德、霍德

元、曹飞羽、奚今吾、蔡德注、管承仲、于金

陵、陈侠、王忠祥、丁酉成、张翠英、刘直奉、

卢芷芬，以及设计科的李惠乔、陈圣西、蒋德

舜、刘承汉、孙全洁、李铁树和出版部负责人吉

少甫、张景勋等。

（二）编辑方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先的规划至关

重要。１９５４年４月，《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

学教育的指示》提出：“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

计划，修改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并为教师编辑一

套教学指导书，这是目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一

项最基本的工作。”［１３］同年６月，人教社社务会

议通过，并经教育部批准的 《关于本社当前任

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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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决定》），成为指导这次统编教材编

辑出版的战略规划和指导方针。

《决定》提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有计划地

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及师范学校

的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必要的中小学各科教

学法或教学参考书。”其中有两项重点工作。

在编辑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中，以编辑初、高

中及四二制小学教科书为重点。争取在三四年内

（即约自１９５４年７月至１９５８年６月）集中主要

力量编辑一套比较完备的中小学教科书，具体任

务：第一步，根据中央教育部确定的中小学教学

计划修改或编订各科教学大纲，由政府正式公

布；第二步，根据已确定的教学大纲改编、重编

或新编全部中小学教科书，共约３８种，１４０余

册；第三步，根据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教学法

或教学参考书。

在编辑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中，以编辑语文、

历史、政治、地理等教科书为重点。（１）中小学

语文教科书均须重编。小学语法与文学合编，中

学语法与文学分编。（２）本国历史教科书与外国

历史教科书的一部分须重编。（３）政治教科书须

新编。（４）地理教科书须大力修改。中小学其他

各科的教科书：数学及自然科学暂以苏联最新版

本为蓝本，结合我国情况作适当修改；外国语、

音乐、体育、美术则拟编订教学大纲和必要的

教材。

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师范学校、幼儿师

范学校及工农速成中学的部分教科书”“出版部

方面的任务是在保证及时供应的基础上，加强企

业经营，做到提高质量与减低成本，改进装帧、

排式、插图等”。［１０］

《决定》明确了编辑方针，主要是贯彻社会

主义思想，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

指导，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教育与生产

劳动结合的原则，符合教学原则，适合各科教学

目的与学生年龄特征，吸收苏联先进经验。为了

“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包括教科书的思想性、

科学性和教育性”，《决定》还提出了 “加强编辑

制度，树立科学的工作方法”与 “执行严格的审

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和必要程序等。［１０］

（三）编辑过程

这套教材原计划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完成，

而实际上１９５７年就已经出齐。其过程大致有如

下十个环节：一是组建领导班子和各学科编写队

伍，并确立编辑出版整体规划；二是开展学习调

查研究，检查现有课本的错误；三是制定学科编

写具体计划和施工方案；四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

教学计划，修改或编订各科教学大纲；五是根据

教学大纲重编或改编教科书；六是依照教学大纲

和教科书，在每册课本编成后同步编写教学用

书；七是装帧设计和绘图；八是新课本试教试

用，广泛征求意见；九是修改完善教材，定稿后

出版、印制和发行；十是各科或部门总结工作经

验和不足。下面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说明当时

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

首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把有关小学语文教

学的一些意见和资料搜集、整理，从里面找到重

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说明，提出意见，写成

一份材料，送有关的同志先看看。接着开会讨论，

叶圣陶亲自主持，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

文叔等副社长、副总编辑都参加，几位工作有关

的同志也参加。会上就提出的问题，一一研究讨

论，一共开了８次会，得出了一致的意见。又接

着把讨论结果整理出来，向教育部报告请示。教

育部对这个工作也十分重视。董纯才副部长召集

了有关部门的代表开会，亲自主持，就我社提出

的报告展开讨论，一共开了５次会，最后一次会

由董副部长做了总结发言。讨论结果，整理成一

份材料 《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有了

这个 《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小学语

文编辑室的工作方向的问题解决了。……有了工

作的方向做依据，就可以拟订工作的计划了。小

学语文编辑室１９５５年工作计划里头规定了五项

工作：（１）起草小学语文教学大纲；（２）新编小

学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３）修订和改编现行

小学语文课本； （４）编辑小学语文教学丛书；

（５）编辑苏联最近俄语教学大纲、阅读课本及其

教学指南和叙述作文教学法等的译稿。而以其中

第一、二两项为工作的重点。［１４］

三、主要内容

《中国教育年鉴 （１９４９—１９８１）》有一个统

计：“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

教材”，“包括教学大纲３０种３０册，课本４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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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册，教学参考书２３种６９册”。
［７］４８２如算上同时

编成的工农、师范教材和聋哑课本以及教学法著

作，以及１９５７年编成和出版的教材，则大大超

出了这个统计数据。

（一）教学大纲

根据中小学教育性质、培养目标，特别是教

学计划，首先编写或修订了一系列教学大纲，均

署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由人教社

出版，其中大部分于１９５６年公布。主要涉及以

下三个领域。

一是普通中小学教学大纲，如小学语文、初

中文学、初中汉语、高中文学，小学历史、初中

中国历史、初中世界历史、高中中国历史 （含古

代史、近代史２册）、高中世界近代史，小学地

理、中学地理，小学算术、中学数学、高中制

图，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初中实验园地实

习，小学自然，小学唱歌、初中音乐，小学体

育、中学体育，小学图画、初中图画，小学手工

劳动、初中教学工厂实习、初中实验园地实习、

高中英语、高中俄语共３０种３０册。

二是师范学校教学大纲，如数学、化学、音

乐、体育、图画、学校卫生学、教育学、心理

学、教育实习、教学工厂实习、农业生产基本知

识及实习，以及初级师范的教育学、政治常识共

１４种１４册。

三是工农速成学校教学大纲，如中学中国历

史、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及小学历史共６种

６册。

（二）课本和教参

根据上述教学大纲编写了一系列教学用书，

包括课本或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 （以下简称教

参），主要涵盖四个领域：中小学教材约９３种

２３３册 （其中课本５４种１３４册，教参３９种９９

册）；工农教材约２８种７０册；师范教材约２５种

４１册；聋哑教材约３种３０册，均由人教社编辑

出版。

１．中小学教材 （９３种２３３册）

语文：初小语文及教参 （各８册）、高小语

文及教参 （各４册），初中汉语及教参 （各六

册）、文学及教参 （各６册），高中文学及教参

（各４册），以及初小语文练习、语文第一册注音

字母、语文习字帖教参，初高小汉语拼音字母课

本 （２册），中学汉语拼音字母及教参、汉语语

音及教参。

历史：高小历史及教参 （各４册），初中中

国历史及教参 （各４册）、世界历史及教参 （各

２册），高中中国历史及教参 （各４册）、世界历

史及教参 （各２册）。

地理：高小地理及教参 （各４册），初中自

然地理及教参、中国地理及教参 （各２册）、世

界地理及教参 （各２册），高中中国地理、中国

经济地理及教参 （各２册）、外国经济地理 （２

册）。

数学：初小算术 （８册）及教参 （４册）、珠

算，高小算术及教参 （各４册）、珠算，小学珠

算教参，初中算术及教参 （各２册）、代数及其

教参 （各２册）、平面几何及教参、高中代数 （３

册）、平面几何 （２册）及教参、立体几何及教

参 （各２册）、平面三角、制图 （２册），中学数

学教参。

物理：初中物理及教参 （各２册）、高中物

理学及教参 （各３册）。

化学：初中学化学及教参 （各２册）、高中

化学及教参 （各３册）。

生物：初中植物学、动物学、卫生常识，高

中达尔文主义基础、人体解剖生理学。

自然：高小自然及教参 （各４册）。

政治：宪法讲授提纲、初中政治常识 （２

册）。

美术：初小图画教参 （２册）、初中图画教

参 （２册）。

音乐：初小歌曲集 （２册）及唱歌教参，高

小歌曲集 （２册）及唱歌教参，初中歌曲集 （３

册）及音乐教参。

体育：小学体育教参，中学体育教参。

英语：初中英语 （３册），高中英语 （３册）。

俄文：初中俄语 （３册），高中俄语 （３册）。

２．工农业余中小学教材 （约２８种７０册）

农民识字课本及教参 （各３册）、通用拼音

字母课本、初中语文及教参 （各８册）、小学历

史、初中历史及教参 （各２册）、高小班地理、

初中地理 （２册）、中学世界地理 （２册）、通用

珠算、初中代数及教参、职工初小算术及教参、

农民初小算术及教参、中学物理学 （２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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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学、农民小学自然、生物，以及干部职工识

字课本及教参 （各４册）、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

校小学语文课本及教参 （各８册）、干部业余初

中历史、干部业余初中地理等。

３．师范学校教材 （约２５种４１册）

语文及教参 （各６册）、自然地理、外国地

理、中国地理 （２册）、算术 （３册）、代数、几

何、小学算术教学法、物理学 （２册）、化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图画教参 （３册）、音乐教参、

中小学图画教学法、中小学唱歌教学法、小学自

然教学法、小学历史地理教学法、小学体育教学

法、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初级师范政治常识、

中国古代史，师范速成班语文、小学教师轮训班

中国历史等。

４．聋哑学校教材 （约３种３０册）

识字 （８册）、阅读 （１２册）、算术 （１０

册）。

（三）初步分析

以上教材情况较为复杂，粗略分析一下，主

要有下列几种。

１．教科书既有新编、重编的，也有改编、

修订的。新编的有中学汉语、文学、宪法 （政

治）、英语、俄语、音乐、美术、体育和聋哑课

本等；重编的有中小学历史、地理，小学语文、

算术、珠算和自然，中学生物及部分工农课本

等；根据苏联最新课本改编的有数学、物理、化

学等；修订再版的有师范教育学和心理学、高中

制图、政治常识等；师范其他学科及部分工农学

科，多为上述中学课本的精简版或改写版。各科

教参或教学法多为新编。

２．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参的配套情

况也不一样。中小学大部分学科都编出了教学大

纲、教科书和教参，但有的只编了教学大纲，没

有编教材，如劳动教育；有的有教学大纲也有教

科书，却没有教参，如中学生物、师范教育学和

心理学；有的有教学大纲又有教参，却没有教科

书，如体育、图画等；有的只有教科书，而没有

教学大纲或教参，如聋哑课本和一部分工农课

本；有的只有教学大纲，而没有教科书，如生产

实习和手工劳动等。比较齐全的是中小学历史、

地理，中学汉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小学语文、算术、珠算、自然等。

３．一些主科比平时多出了不少配套的补充

课本、教参和工农教材。比如，语文还编出了

《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练习》《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

一册注音字母》及其教参，中小学 《汉语拼音字

母课本》与 《工农通用拼音字母课本》及其教

参，《初级中学课本汉语语音编》及其教参。又

如，适应工农速成中学的三类教学计划 （全日

制、半工半读、业余学习），分别编出了内容有

一定区别的职工、农民和干部教材。此外，还编

出了一些后来很少见到的工农业余初级或高小

班、师范速成班和初级师范小学教师轮训班的

课本。

４．编出节奏并非完全一致。以小学地理、

算术、自然教科书及其教参，以及工农速成中学

部分学科最先完成 （１９５４）。语文、历史、政治、

地理四科教材的编订为这次工作的重点，所以花

费的功夫较大、时间较长，全部出齐比较晚。中

学和师范音体美的教材也较晚。政治教材因为教

学计划的改变与原计划有出入，没有及时完成预

定任务，只新编了中学宪法，初中和师范修订再

版了原团中央宣传部编的政治常识课本，后又根

据开设社会主义课的要求编了一部相关参考资

料，初级中学和师范的政治常识课本则采用了修

订再版的方式。此外，没有编成原计划定的 “幼

儿师范的幼儿教育学等教科书”。

四、突出特点

（一）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全新的自编教材

无论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由教科书编审委和编

审局审订的开国教科书及其完善后的新中国第一

套中小学教科书，还是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人教社改

编的新中国第二套中小学教科书 （人教版第一套

教材），都是 “过渡时期的教科书”［１５］，即按照

新兴政权要求，在解放区、国统区和苏联教材的

基础上改造和修订的，并非重新编写。即便是一

些自编或新编教材，如中小学语文、生物等，也

只是个别学科或学段。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大会

战由于选调和集中大一大批学科专家、一线名师

和专业编辑，所编出的则是一套全新的自编教

材，几乎做到了所有学科和学段的重新编写。其

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音

乐、体育、图画，小学自然、算术、珠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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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宪法 （政治）、英语、俄语和聋哑课本以

及一些工农教材、师范教材等。而以苏联最新版

本教科书为蓝本改编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也

都结合中国实际予以创造性地改编，并对其中不

适合现实情况的具体材料加以更改和补充。应该

说，统编教材的新编、重编这一点，是与前两套

教材的主要区别之一。正是因为这套教材投入力

度大、参与人员多、打磨时间长、质量有保障，

因而对后来的几套教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的统编

教材

自新式教科书引入国门之后，清末以来的历

届政府都有统一教材的意愿和行动，但由于旧中

国持续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

能，加上编写的教材质量不佳等原因，最终都以

失败而告终。［１６］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

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不仅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

作的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而且中小学每个学

科的教材选用，逐步从多个版本演进为若干版本

甚至一两个版本，其中又多由人教社编辑出版。

可以说，“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

础”到人教社成立后已经建立起来了。随着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全面实施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步

伐的加快，１９５４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各科教科书，

完全做到了全国所有地方、每所学校、全部学生

都使用上了这套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

科教材，不但保障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教材的

正常供应和平稳过渡，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

本不一、定价虚高、发行混乱的问题，而且彻底

结束了以往教科书选择多样化的历史，并开启了

新中国 “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即统

一由教育部组织编审、人教社编辑出版、新华书

店发行、全国共同使用的教材。从此以后，这一

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小学教材制度基本定型。

（三）这是一套涵盖各级各类中小学的全套

教材

首先，类别比较多，既编出了主体的普通中

小学教材，又涉及师范、工农部分教材，乃至一

些聋哑和干部业余课本。既编出了教学大纲、教

科书，也配套了相应的教参或教学法，甚至还有

更为细致的中小学汉语拼音字母和语音课本及其

教参。而之前的教科书大都局限于普通中小学，

也多未配备教参。其次，学科比较齐全，除了常

见的语数外、史地政、理化生、音体美之外，因

教学计划的原因，像小学历史、地理、珠算、自

然，中学汉语、文学、代数、平面三角、平面几

何、立体几何、制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动

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

础等，都是独立分册分编教材的。再次，适应了

学段要求，教材大都区分了初级小学、高级小

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根据我们掌握的材

料，这次教材会战编出的各种教学大纲５０多种，

教科书８０多种、１２０多册，教参或教学法５０余

种１４０多册。总之，这是一套种类繁多、学科齐

全、数量可观的自编教材、统编教材。可以说，

这样大规模举全国之力编教材，且涉猎面如此之

广泛，都是从未有过的。即便与后来的几套统编

教材相比，在这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也可以说

是 “种类最为庞杂的一套教科书”［１７］。

（四）这是一套改革创新意识很强的教材

除上述成套自编、统编统用、齐全完整外，

这套教材在内容建设和形式表达上，也有许多的

创新和发展。比如，中学文学和汉语分编教学大

纲和教材，并在小学语文教材里也有一定体现，

由此大力革新中小学语文教学，是这套教材最大

的亮点之一，也是我国废科举、兴学校以来的首

次施行，并得到许多语言文学名家的积极参与。

为此，１９５４年２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

的 《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还提出了

“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

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２］９５，并将中学汉民

族学校中的语言课定名为 “汉语课”。叶圣陶亲

自挂帅，吕叔湘、吴伯箫分别领导中学汉语和文

学分科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大纲草案的制订。这在

我国基础教育史中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无来

者。当时学后并由此获益者，至今仍津津乐道、

难以忘怀。此外，加强了劳动教育，大部分教科

书都配备了教学参考书或教学法等，也是这套教

材的突出表现。

从形式上看，所有教材都从过去的竖排改为

横排、繁体字改成了简化字；著名画家刘继卣、

阿老、戴泽、邵晶坤、王恤珠、王叔晖等参与了

图书装帧设计工作，为中小学语文、历史、数学

等教科书从封面到课文绘制了大量的插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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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为小语等课本封

面和课文的书写者，他 “用 ‘波罗’钢笔尖 （金

笔头）和黑色墨水，经过多次试写，精心写了初

小第一册到第四册语文课文，这套课本从内容

（包括插图）到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１８］。部分课本如１９５６年初一自然地理、初

二动物学、初三植物学课本作为范本，为 “提高

印制质量，改为大３２开、布脊纸面平精装

本”［１９］。此外，教材署名也是尽量翔实———既有

编写者 （包括主编、助编）、审校者，也有绘图

者、插图或地图绘制者，甚至部分课本和教参还

署有装帧者、书写者和责任校对，并且书中前言

说明还提示了参与讨论修改、试教和书稿检查者

的姓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真实情

况、研究教材历史都大有裨益，也很难得。

（五）这是受苏联影响最大的一套教材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改造的一个方针就是

“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

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

育。”［５］启动统编教材之时，正值全国学习苏联的

热潮，全面借鉴苏联经验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

以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教科书受其影响极大。比

如，在编辑规划有关教科书的 “具体方针”中曾

明确规定 “数学及自然科学教科书应吸取苏联先

进成果，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结合

中国实际情况，予以适当改编。……语文、历

史、地理等教科书必须自编，苏联在这方面的编

辑原则、方法和经验，应尽量吸取。但世界自然

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及世界史等，也可以用苏联

课本为蓝本，加以适当改编”［１０］。如此一来，新

中国首套统编教材就打上了深受苏联影响的烙

印。这一点，不少课本前言或说明中都有所提

及。虽然这套教材不是第一次学习苏联的经验，

却是一套最多吸收苏联最新教科书成果的教材，

也是最后一次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材。

五、几点认识

（一）重要意义

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也是新中国第三套

教材，赓续开国教科书 （即新中国第一套教材）

和人教版第一套教材 （即新中国第二套教材），

从１９５４年开始编辑出版，到１９５７年出齐，时间

不长，却有着开创性、先导性意义。

一是首次编成了一套国家级、权威性、高水

平的全学科统编教材以及教学大纲，开辟了我国

教材建设 “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新时代，为

真正实现中央制定的统一教科书编审、出版和发

行的大政方针、重构 “国定制”教材制度和运行

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彻底解决了过去教材供

应迟缓、版本不一、定价虚高、发行混乱的问

题，对于教育事业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维护国家事权、培养一代新人等，

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首次全面上升为国家

意志，及时而有效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并寓于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之中。以此为标志，我

国中小学各学科教材内容在系统贯彻党和国家教

育方针方面上下纵横的管道被彻底打通。并且，

由此带来的教育部下属的人教社作为国家教材编

审出版的 “桥头堡”地位，与国家和地方出版管

理部门直属的带有 “人民”字头的出版社，以及

新华书店代理和独立发行教材 （图书）的格局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也使以往半个多世纪来各书坊

和私人参与教材编写、出版和发行成了历史。

三是首次积累了集中全国之力编写统编教材

的经验，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探索出了集体创

作、协同作战、学科互动，编审合一、编研一

体，编写方式社内外结合，学科专家、一线名

师、专业编辑 “三结合”等新路径、新办法，为

后来多次编出多套统一的教材，乃至改革开放后

统编教材的再次会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四是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队伍，尤其是为我

国教材专业化编研和出版机构留下了一批专业人

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家教材编写的中坚力量

和骨干分子，并在历次统编教材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若干启示

通过回顾和总结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的历

史背景、基本情况、主要内容、突出特点等，可

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一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是统编教材成功完

成的根本原因。党中央和教育部对这套统编教材

建设高度重视、及时启动、有效指导、有力保

障，不仅人员选调、办公场所、编辑方针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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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等得益于此，而且其中的文史教材还得到中

央语文和历史问题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对于编出

集思想性、科学性与适切性于一体的精品教材至

关重要。

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构建是统编教材建

设的经济基础。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既适应了

社会主义工、农、商和手工业的 “一化三改”的

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又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和具体抓手，昭示

着教材建设体系必须与整个教育体系乃至国家的

政治经济体系相吻合。

三是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是编好统编教材

的必由之路。编出国家级、权威性、高水平的教

材，需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及其成果一下子补齐了当

时教材建设的短板，实现了重点突破、重要发

展，并显示出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调

人、会战、留人三大策略，很值得总结和借鉴。

四是组建 “三结合”编审队伍是编出精品教

材的关键环节。这套统编教材各学科编写队伍都

由学科专家、一线名师或教研员和专业编辑组

成，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

合的编写方式，通过团队合作、联合攻关和专业

化分工乃至学科交叉，提高了工作效能，保障了

教材质量。

五是装帧设计和插画也是提高统编教材质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统编教材在出版环节大大

改善了装帧、版式、插图、书写、印制等，诸多

专业的书籍装帧设计者和有名画家的参与，使教

科书文字以外的形式有了很大提升，也是这套教

材闻名于世、蜚声海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统编教材的编审合一，教材编写者全

程参与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参，

制定完善的预案和履行严格的审查制度等，也是

这套统编教材建设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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