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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了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14 门学科的课程

标准，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行。

和 2003 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此次课标修订加强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各学科均结合自身特点，丰富充实相关内容。

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语文课标最突出，相关内容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

选修各部分。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单是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就从原来的 14 篇增加到了 72

篇。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概括了新版语文课标的三个特点：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全

了，分量更多了，要求更高了。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中语文新课标，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行

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增加到72篇
古诗文又要火了

本报讯 每个大学宿舍公寓都有一个公

寓阿姨，对大学生来说，这个陪伴自己四年的

公寓阿姨和食堂打饭的阿姨一样，被誉为大

学里“最需要搞好关系”的人。

最近，浙江农林大学的学生微信朋友圈

里在流传一波公寓阿姨的暖心故事。

事情是从农林大的“掌上后勤”微信公众

号上开辟的“吐槽板”栏目开始的。

这原本是个供学生吐槽的地方，反映学

校后勤工作的意见，但是随着一名学生在上

面点赞公寓阿姨后，该栏目从“吐槽板”变成

了公寓阿姨“打 Call 板”。据不完全统计，校

内现有公寓管理员和值班员共69人，今年在

微信上、网络上等各种形式受到师生表扬的

就有 52 人，表扬率高达 75.4%，每次表扬的

后面都有着感人的故事。

C1 学生公寓阿姨陈金仙，每天晚上 10

点半，都会再一次打扫大厅的卫生，同时对陆

陆续续回来的学生叮嘱：注意安全、注意保

暖。每晚锁上公寓门之前，她都会到每一层

巡查一下，确认没有问题才会去休息。

C1 学生公寓 120 室的吴凌云回忆起阿

姨曾经的帮助，至今记忆犹新：“有次身体不

舒服晕倒在教室，回到寝室后，阿姨递给我一

杯温暖的红糖生姜水，一口一口地喂给我喝，

还时不时地吹气，爬上爬下地忙着，像极了妈

妈，在那一刻我是极其感动的，离开家这么

远，还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心里满满的都是

甜蜜！”

能够照顾学生，陈金仙觉得很幸福：“她

们和我的孩子是一样的，爸妈不在，阿姨在，

爸妈顾不到的地方，阿姨补上！”陈金仙阿姨

的关怀备至，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少

学生受到帮助后，还会给阿姨写上一份感谢

信。在陈金仙的柜子里至今藏着几封漂亮的

感谢信，上面是学生真挚感恩，这些信就是陈

阿姨最珍贵的财富，她说：“收到这些信，觉得

再累都是值得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半个月前，浙江农林大学C5公寓427室

的大一新生李赟腿部骨折，得知这一情况的

叶菊仙阿姨，主动担起了打饭的任务。叶阿

姨不仅每天按时去食堂打好饭，然后送到受

伤学生寝室，而且将手机号码和值班室号码

告知李赟，叮嘱有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联系

她。

听说有同学表扬她了，叶菊仙阿姨不好

意思地说：“大一新生，又是外省来读书的，室

友忙着上课不能陪伴在身边，我们公寓阿姨

多给予一些关心，多帮衬一点，这些都是应该

做的，在吐槽板里被表扬怪不好意思的。”

在浙江农林大学校园里，像陈金仙、叶菊

仙这样的阿姨比比皆是。该校衣锦校区 E5

公寓“暖心阿姨”唐红珍经常主动询问学生学

习生活近况、主动备好感冒药等常见药品，以

备学生不时之需；E9公寓的史桂珍阿姨主动

提醒学生增减衣物，应对气温变化；A5 公寓

的章学青坚持 10 多年照顾 2000 多名女生，

为贫困学生送被子、为生病孩子买药⋯⋯点

点滴滴都让学生们倍感温暖。

为了更好地关心帮助学生，浙江农林大

学的不少阿姨还建立与学生交流的微信群、

QQ 群等，如 E2 公寓阿姨建有外语新生 QQ

群 ，B5B6 公 寓 阿 姨 建 有 留 学 生 微 信 群 、

B7B8 公寓阿姨建有研究生微信群、E9 公寓

阿姨建有继教学生微信群等，有些阿姨还主

动加入其他年级学生班级群，及时了解学生

信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困难。

本报记者 郑琳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俞洁

各种花式照顾学生，浙江农林大的公寓阿姨太暖心

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了保留原

有《论语》《孟子》《庄子》外，增加了《老子》《史

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

古诗文，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

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古代优

秀作品应占1/2”。

在全面加强的同时，还设置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

品深入学习研讨。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

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

量也从 14 篇（首）增加到 72 篇（首），提高了

学习要求。

杭州学军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省特级

教师傅岩认为，这一变化传递了两个信息：一

是今后高中生的语文学习，将加强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因为包括国际理解教育

在内，都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上，

必须打好根基。二是遵循语文的学习规律，

诵读经典很有必要，对高中生的未来成长大

有裨益——有些经典篇目这个年纪的学生可

能暂时无法完全理解，但现在先记熟，以后随

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会有自己的感悟，甚至成

为人生成长的力量。

“从 14 篇到 72 篇，背诵推荐篇目的增

加，确实会给高中生带来一定压力，不过无论

从语文学习还是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学生的

收获肯定大于付出。”傅老师说。

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数学等课

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如美术

课标增设“中国书画”，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绘

画、书法、篆刻等经典作品欣赏及传统画论，

促进学生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

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语文、历史、

思想政治、音乐等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

对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如语文课标，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做到

了“两个结合”。一是全面加强与专题学习相

结合，设立专门的“革命传统作品”专题，集中

学习研讨。二是广泛阅读与深入精读相结

合，要求学生在课内外广泛阅读革命先辈的

名篇诗作，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

以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讯、演讲、述评

等，课内外读物推荐篇目涉及毛泽东诗词，以

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臧克家、贺

敬之、郭小川、周立波等一批作家反映革命传

统的作品，让学生充分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

再如，历史课标明确要求学生系统学习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历程，“认识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还增设“老兵的故事”主题活动，让学生

感悟在历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物的所思所为，

体会革命军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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