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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变更“地理”名称
不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近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关于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第02482号（教育事业类247号）提
案答复的函》，对委员提出的《关于将
中学“地理”学科课程名称更名为“地
球科学”的提案》作出答复，认为此更
名问题专业性强，各方面对是否更名
意见分歧比较大，有待于深入研讨、
凝聚共识。

（9月26日澎湃新闻）

其实，这不仅仅是简单课程更名
问题，还会牵涉到课程内容调整问
题，必须慎重对待。

立足于中学教育教学看，“地理”
课程没有更名为“地球科学”的必要。
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阶段，课程设
置门数力求少些，每门课程所涵盖内
容力求广些，突出课程的综合性。虽
然“地球科学”也有一定综合性，但仅
相当于自然地理，少了人文地理的内
容，因而其综合化程度不如“地理”课
程高，因而，设置“地球科学”必然不
配中学教育的“胃口”。说白了，这与
中学“语文”更名为“文学”“数学”更
名为“代数”一样，是经不起推敲的。

地理学既是一门历史久远的学
科，又是一门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学
科，其魅力在于运用系统思维，对“人
地系统”按照相宜的时空尺度进行研
究。这就为开设好中学地理课程提供
了源头活水。地理课程相较于其他课
程，具有文理融合性，这在基础教育
阶段为培养学生文理兼通方面的素
养提供了独特“舞台”。如果变更为

“地球科学”，那么将变为理科，失去
上述独特优势。

耐人寻味的是，约二十多年前，
高中教育实行文、理分科，地理要么
是文科高考科目，要么不列为高考科
目，而高校地理学科一般是招理科生
的，在此情况下，可能有兴趣读地理
专业的文科生读不了，可读地理的理
科生又没较好培养相应的学科兴趣。
这种“错位”给当时的高校地理专业
带来了“生源荒”问题。当时开设地理
专业的高校，就纷纷想对策，对地理
专业进行改造，或与当时的热门学科
对接组成新的专业，或改成能进入理
科生“兴趣阈”的“地球科学”。而近年
来，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全面推进，高
考已不分文理，又实施“七选三”等形
式的选考制，原先的“错位”已不再存
在，但出现了新的问题，选考了地理
的高考生，往往不容易找到纯粹的地
理专业或完整的地理专业（既含自然
地理又涵盖人文地理），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高考生选报地理专业志愿的
热情。

总体来说，二十多年前的高校
“地理”改名潮，应该说只是一种权宜
之计，削弱了地理学科的独立性，影
响了其发展后劲，妨碍了专业人才培
养。这种改名，不能再复制到中学地
理教育上来——高校所要做的是深
化地理学科群的教育教学改革。

施立平

上 周 日 ，“ 甬 有 优 学·
2022 教 科 节 ”隆 重 开 幕 ，内
容 丰 富 、形 式 多 样 、精 彩纷
呈的一系列活动先后举行，
受到广泛关注，引发热烈反
响，在甬城教育界兴起了一
股清新雅致、厚重大气的“教
科风”。

据介绍，教科节的举办宗
旨是为充分调动全市教师从
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展示、交流、分享优秀科研
成果和成功教科经验，充分发
挥宁波教育科研的智慧和力
量，培育具有宁波辨识度的科
研成果等。从过程和效果来
看，在相关部门、学校的精心
筹备、认真实施下，这些目标
和任务得到了很好的落实达
成，让很多教育内外人士尤其
是中小学教师感受了教育科
研的魅力风采，真切感受到了
教育科研的内在力量，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是对广大中小学
校、广大教师的一次关于科研
兴校、科研兴教、科研兴师的
典型示范、理念更新乃至思想
启蒙。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由于
受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教
育科研在中小学处于较为尴
尬的边缘地位，领导不够重
视，教师不感兴趣，总觉得教

育科研无益于甚至有害于正
儿八经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
作，总认为教育科研可以用来
做做表面文章、装点门面、锦
上添花，但绝不能真正投入精
力时间，这也导致中小学教育
科研“说一套、做一套”“科研
与教学两张皮”等现象始终存
在，导致了教育科研实施、管
理、评价中的诸多乱象，而且
导致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不
断强化了对教育科研在认识
上的误解偏见，在行动上的消
极乏力。

如果说，在传统教育尤其
是应试教育的框架内，学校、教
师不做教育科研还无关紧要、
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在教育迈
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轨道的
当下，轻视、无视、否认教育科
研价值的思想和行为将是非常
危险的。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单靠机械重复、经验主义是
无法完成的，面对“百年未遇之
大变局”，面对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以及脑科学、认知科
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给学校教
育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面
对一个个不同个性、不同潜质、
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学生，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师
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情怀、专
业能力和创新素养，我们唯有

不断学习成长、不断实践反思、
不断开拓创新，方能顺应时代
之变，回应社会关切，助力“两
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如期实
现，而这一切，正是教育科研的
应有之义，也是其价值所在。

在教科节开幕式上，国家
督学成尚荣先生从立德树人
高度强调了教育科研的重要
意义，勉励广大教师要努力
做“研究型的实践家”，四位
年 轻 的 正 高 级 教 师 现 身 说
法，分享了教育科研对其专
业成长、职业幸福和生命完
满的切身体会；一所办学仅
四年的小学展示了该校依托
教育科研在短时间内给孩子
们创造了“看得见未来的幸
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这一论坛架构把教育科研应
该做的、可以做的、怎么做的
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和演绎，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指导性
和借鉴意义。

教科节给宁波教育献上
了一场盛宴，为宁波教育引领
了一股风尚，相信随着“教科
节”的逐年举办，随着“研共
体”的深入建设，宁波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将获得更为优良
的生态，更为坚实的基础，更
为光明的未来。 远方

教科节推动教育科研
成为学校教育新风尚

9月中旬一天午后，四川
凉山州盐源县职业技术中学
一位高一男生突然倒地不
起，很快失去意识。正在该校
挂职担任校长的鄞州职高副
校长徐湖川刚好路过这里，
他迅速对该生成功实施急
救，赢得了宝贵的送医时间。
说起当时的场景，徐校长庆
幸自己之前学过急救，这回
终于派上了用场。

（本报今日A09版）

在救护车到来之前，该校
的老师和同学看着倒地的同
学，虽然心里着急，但不知所
措。徐校长则用按压昏迷男生
的虎口和人中等一连串熟练
的急救动作，给在场的师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急救课。
急救知识进课堂，是现代

教育的新课题。这是项必须做
而且应及早做的工作。庆幸的
是，近年来，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
题，并且开始就如何开展应急
教育出台了一系列办法措施。
如今年暑期，宁波市教育局下
发了《加强学校“救在身边·校
园守护”专项行动的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底，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率达到 100%，学生
军 训 中 战 场 医 疗 救 护 训 练
100%；校医、体育教师接受救
护持证培训率 100%，中小学
教职工接受救护员培训的师
生比例不少于 1：50；高校、高

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
等职业学校）接受应急救护师
培训实现全覆盖。

这个目标很高，如真能实
现，差不多赶上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水平了。要实现这一
宏大目标，除了要加大宣传，
资金保证，借助红十字会的
力量，添置必需的应急培训
器材和场地，配备相应的师
资、教材等，包括校长在内的
校级领导更应身先士卒，像
徐湖川校长那样，亲自下场，
认真学习急救知识，掌握急
救 技 能 ，做 好 急 救 表 率 ，如
此，云集景从，全校师生都来
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不愁
上述目标不能实现。

陌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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