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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300种图书 覆盖小学初中高中
教育部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高广大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
综合素质，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研
制并发布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
录(2020年版)》(以下简称《指导目
录》)。

《指导目录》旨在引导学生读
好书、读经典，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教育，提升科学素养，打好中国
底色，开阔国际视野，增强综合素
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

《指导目录》的研制历时一

年，来自国家教材委、有关高校、
研究机构和中小学校的110多人的
专家团队，经过基础研究、专业推
荐、深入论证多个环节，根据青少
年儿童不同时期的心智发展水平、
认知理解能力和阅读特点，从古今
中外浩如烟海的图书中精心遴选出
300种图书。

《指导目录》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
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努
力突出方向性、代表性、适宜性、
基础性、全面性和开放性，力求兼
顾多个学科、不同时代、多种文化
和世界多个地区。

《指导目录》分为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110

种、初中100种、高中90种，统筹考
虑了中小学生阅读时间、阅读特点
和阅读数量。《指导目录》所列书
目分为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
和艺术四类，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目标。

人文社科类注重选择反映领袖
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和英雄模范人
物的作品，将党史、国史和改革开
放史贯穿三个学段，帮助学生增强
“四个自信”，培养中小学生爱国
主义情怀。

文学类既注重推选了中国传统
文学名著和红色经典作品，帮助中
小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革命文化，又遴选了世界文学名
著和外国当代优秀作品，帮助中小

学生增强对优秀多元文化的理解。
自然科学类选择了充分反映古

今中外科学成就的经典著作，并注
重推荐当代中国作家的原创科普作
品，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艺术类着重推荐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读物，帮助学生了解和鉴赏
传统戏曲、书法和古代建筑等，培
育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指导目录》是对现行义务教
育、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拓
展与延伸，对于丰富中小学生精神
文化生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指导
目录》所列图书供学生自主选择阅
读，各地各校不作统一要求，不得
强制使用，不得要求学生全部必

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将进一步指导学生、家长、学
校和社会用好《指导目录》，同时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指导目
录》进行动态调整，不断完善更
新。

(来源：教育部)

有不少同学进入高中后都出现
过成绩下滑的现象，明明中考成绩
不错的，却出现高开低走的现象。
很多家长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导致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走偏。
笔者结合历年高中生的情况总结出
了几点原因，希望能帮助各位家长
解除疑惑。

1、初高中衔接问题与中考成
绩的误导

特征：进入高中后长期难以适
应导致的结构性崩盘。

高中学习要比初中难得多，因
此，中考成绩也好，自招成绩也
罢，都不代表学生能够快速适应高
中高强度、高难度的学习，导致出
现跟不上课堂节奏的情况。

换言之，许多学生虽然中考成
绩不错，初中基础扎实，却小瞧了

高中学习，没有能够意识到高中学
习与初中学习质的不同，最终导致
各个学习板块均出现问题，尤其表
现在数学、英语上，可谓一步错，
步步错。

2、学习态度的松懈
特征：学习缺乏积极性，对学

习没有紧绷感。
许多学生高二成绩下滑是从学

习态度松懈开始的。经过了高一的
挣扎之后，高二需要面临新的选考
问题，然而高二的活动也比较多，
一些高二学生玩心加大，没有认识
到高考就在眼前。高中学习有一条

铁律，那就是不能松懈，一松就很
难绷紧。许多学生经历了高二后会
有高三再冲、高三再拼的想法，实
际上是很难再找回状态的，相应的
学习层次也会下滑。这也直接引申
出第三点，即自信心的崩盘，特别
是在高三。

3、学习信心的崩盘与标签化
特征：总觉得自己学不好，觉

得科目成绩无法提升。
学习自信心的缺乏是许多名校

学生陷入恶性循环最终高进低出的
重要背景因素。这种自信心可能来
自于学生太过重视平时成绩，也可

能来自于一进入高三综合性复习的
压力，但这些往往都会转化为“标签
化”心理，既对某些具体科目产生障
碍，进而给自己贴一张我学不出来
的标签，表现为比较严重的偏科。

4、过度刷题导致知识结构不
完整

特征：机械性练习，忽略知识
性内容。

这是由于学习方式导致的问
题，即纯应试，忽略了对知识体
系、知识结构的认识，认为只要多
做题目自然就会懂。

高中学习要先掌握比较复杂的

知识结构，然后再利用知识结构去
处理各种问题。而知识结构是无法
通过实战来掌握的，只能掌握之后
通过实战来巩固，即所谓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一些学生忽略知识
结构，硬性刷题，就会在知识结构
上出现漏洞，每每遇到一个点总是
错，最后对基础知识一问三不知。
有的学生公式都背不全，单词都记
不住。

有些家长说，孩子初中花了太
多力气，进了高中后劲不足，其实
不是后劲不足，而是他们继续沿用
初中的学习思路去处理高中学习，
必定会出现成绩上的问题。

一件事情要做好并不难，难的
是坚持，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把一
开始对学习的冲劲坚持到高考。

(李向南)

进了高中，成绩为什么下滑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
月寒”，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家
庭教育中，父母常说下面5句话，孩
子一天比一天优秀。

1、“我理解你”

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孩子也
是一样。理解孩子不是对孩子所作
所为的理解，而是承认孩子的情绪、
感受的合理性。

生活中，父母往往很难做到理
解孩子。当孩子闯祸了、发脾气、哭
闹，第一反应往往是指责：

“不要哭了好吗？哭就不是好孩
子！”

“我数三下，再哭妈妈就不要你
了！”

“人家孩子打针都不哭，就你一
个人痛吗？”

这种做法会让孩子认为自己的
感受是不该有的，是错误的。父母只
讲道理，不谈感受，是很难教育好孩
子的。

正确的做法是，告诉孩子：“我
知道你很难过，没关系，妈妈会一直
陪着你的。”这种被认可和接纳的感
觉，才能真正推动孩子做出改变。

你懂了孩子，才能走进孩子的
心里。

2、“我相信你”

曾有个刷爆全网的视频：
妈妈从教练那得知孩子踢足球

的基础很差，但选择鼓励孩子：“教
练说你很努力，进步很大，再努力一

点点就好了。”
男孩在训练中摔倒，非常失落：

“我追不上其他人。”
妈妈一边帮孩子系好鞋带，一

边坚定地告诉他：“没关系，努力去
超过前面的那个人就好。”

有了妈妈温柔的鼓励，孩子在
最后一场比赛中为队伍赢得了第
一。

父母无条件的爱和信任，会让
孩子做得更好。

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皮格马
利翁效应”，大概的意思是说：人在
不知不觉中会接受身边人的暗示。

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人就是父
母。当你对孩子保持信任和鼓励，孩
子会慢慢朝着你期待的样子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你相信孩子有多好，
孩子就会表现得有多努力。

陶行知先生有句话说得好：“教
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
解放孩子。”

尽可能相信孩子的能力，相信
孩子的判断，相信孩子会越来越好，
这份相信，会成为孩子心中最有力
的精神支柱。

3、“你自己来选择”

黄执中在《奇葩说》中说：“什么
是完美人生？那就是在人生的时时
刻刻，永远都尽可能地保有最多的
选择权。”

你无法想象一个从小被父母事
事做主的孩子，成年后就能马上独
立思考，遇到事情，绝对会茫然不知
所措。

孩子越小，选择能力的培养效
果越好。

出门穿哪些衣服、节假日去哪
里玩、餐厅点菜，都可以问问孩子的
意见。如果你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
不妨让孩子二选一，比如“你今天想
穿黄色的裙子还是粉色的？”“你想

吃甜的，还是咸的？”
可能有家长会说：“小孩子什么

都不懂，让他们选择不是添麻烦
吗？”

别小看这些事情，它不仅可以
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于孩
子自信心的建立也十分重要。

4、“我不行，帮帮妈妈好吗？”

有位妈妈曾经发朋友圈夸孩
子：

她的脚扭伤了，从医院回家对
儿子说：“最近这段时间，要拜托你
了哦。”结果妈妈惊喜地发现，儿子
突然变得懂事了，给她端水送药，跑
前跑后，活生生一个小暖男。

同样是生病，有的妈妈还要强
撑着给孩子做饭，结果孩子还不领
情，嫌妈妈做得慢，嫌饭不好吃。

做父母的，总是自以为要替孩
子抗住一切，努力变得强大，不舍得
让孩子替自己分担一点点。事实是，
在孩子眼中，你越强，他就越弱，越
想依赖。适当地向孩子示弱，孩子反
而更独立、有责任感。

示弱并不是软弱，不是低声下
气，而是一种智慧，给孩子机会去帮
助你，让他体验到被需要的感觉。

当你对孩子，特别是小男孩说：
“妈妈拎不动，你帮帮妈妈好

吗？”
“妈妈忙不过来，你可以过来帮

我摘摘菜吗？”
“谢谢宝贝的帮忙，有你就是不

一样！”
孩子看到妈妈也有需要照顾的

时候，强烈的责任感会让他们变得
更有担当。如果孩子做得好，你再表
达感谢，会更加强化孩子的行为。

5、“我爱你”

中国人习惯含蓄，有爱，但不一
定会说。

有报纸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发
现有80%的孩子想对爸妈说“我爱
你”，却说不出口，爱你在心口难开。
孩子鲜少对父母说“我爱你”。

父母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孩
子长大，他们越来越不会直接口头
表达对孩子的爱。在这一点上，爸爸
们更加“矜持”。

在纪录片《幼儿园》中有过一段
简短的采访，记者问孩子：“听没听
过妈妈说我爱你。”孩子面无表情地
说没有。

记者随后提问另外一个孩子：
“你会对什么人说我爱你。”这个孩
子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恶心。”

“我爱你”被孩子认为是一种肉
麻、恶心的表达，我想也许父母们从
来没有对孩子表达过爱意。

在父母眼中，切切实实地行动
比说说更重要，其实不然，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爱的表达非
常重要。

当孩子遇到困难，对他说：“别
怕，我们爱你，我们在你身后支持
你！”

当孩子犯错时，父母要及时说：
“我爱你，但是错了的事情就好好改
正。”

当孩子成功了，请说：“我们为
你感到骄傲。”

这样的话，是孩子安全感的来
源。

“我爱你”这句话的分量，远远
比你想象中大得多。

(钱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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