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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全国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小学教辅材料出得过多、过滥，而且重复出
版，可以说对加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2001年1月国家教育部下发关于减
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通知，但并没有断了出版社的财路，反而出现了教辅材料热卖的现象。　　为
了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制定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
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
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目前，中小学实行
“一费制”后，学校已基本上不再组织征订教辅材料，改为学生自己到书店购买。那么，学生和家长
自己到书店选购教辅材料，是喜是忧呢？　　据《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8日《谁在教辅市场浑水摸
鱼》一文中报道：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最近随机抽查了51种教辅出版物，其中不合格率高达41％。编校
质量不过关，错别字、病句、装印质量低劣等问题突出。该文透露，河南某出版社每年约有600种教辅
书出版，全国有600多家出版社，目前约有500家在出教辅，而且多集中在中学阶段，由此可见，教辅
发行打乱仗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市场上的教辅材料是否真的出得过多过滥？目前中小学教学
中是否需要教辅材料？需要什么样的教辅材料？教辅材料由谁来编写才比较适合学生和教师使用？如
何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研究。　　为了了解目前全国中小学教辅材料
的使用情况及主要使用群体对教辅材料的评价，我们组织了此次关于全国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情况的
大型问卷调查。我们分别针对学生、教师和家长三方设计了侧重点略有不同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涉
及的对象不同，因此所要了解问题的侧重点也根据对象的情况有所区别。我们将分别就不同调查对象
，一一呈现各方对目前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认识和评价，力争全面、客观地描述出教辅材料主体消费者
眼中的教辅现状，为后继研究和思考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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