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将于今年秋季新学期正

式启用的义务教育新课

程标准。对比旧课标，语文科目在小学和

初中阶段都增加了背诵篇目，要求学生9

年内背诵古今优秀诗文240篇（段）。

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印度、以色列

和欧美很多国家的基础教育过程中，背

诵经典篇目都被公认为传承文化精华、

增加知识积累和提高语言水平的必要

手段。

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对学生背诵有

硬性要求，认为记忆容量扩大了才能吸

收新知识，甚至无需理解也可以先背

诵，先把知识潜移默化地“印”在孩子的

脑海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取比较灵活

的手段，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但会通

过诗歌比赛或者在考题中隐含背诵的

要求等手段，来达到帮助学生增加知识

储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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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高度重视

教育的国家，特别注重对

孩子的普法教育和传统文

化教育。

日本著名教育家阴山

英男在其所著的《天才是

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列出

要求学生背诵的书目，其

中包括：《日本国宪法全

文》、《源氏物语》、《平家物

语》、《伊氏物语》、《论语》、

《老子》、《孟子》和《徒然

草》等。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

在全日本发行量超过三百

万册，被认为是改变日本

近年教育观念的畅销书，

受日本教育厅推荐。

日本的普法从娃娃抓

起，孩子小学时即须背诵

《日本国宪法全文》，从小

潜移默化地树立起法律至

上的理念；另外，背诵书目

中不仅包括日本传统名

著，还包括中国国学经典，

凸显出日本对传统文化的

高度重视。

日本学生

背诵孔老孟名篇

合肥现代妇科医院，为了切实落实“专科专病专治”的国际诊疗标

准，深度发掘自身专科专家优势资源，积极引进国际高端诊疗设备，组织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进行科室规划、病种细分，对相关疾病进行有针对性

的治疗，切实做到“专科专病专治”，让患者就诊更科学、更规范、更精确。

外国小儿郎背书也疯狂
日本学生背孔孟名篇
印度学生背“99×99”乘法表

印 度 近 年 来 发 展 迅

速，在软件开发、电子商务

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等领域

都取得不小成就。这背

后，印度的教育模式功不

可没。

在印度大部分学校，

印度语和英语是必修课，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法语和

德语之间选修一门。多语

言学习使得记忆力在印度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相

当重要的作用。

和中国学生一样，印度

学生的数学成绩水平位居

世界前列。不过，不像中国

学生只需背诵九九乘法表，

印度学生还必须从1乘以1

一直背到99乘以99。

此外，印度教师不断

地要求学生反复进行心

算，使得学生们脑海里能

够确实地浮现出算式并长

期记住。印度人认为，心

算不仅可以活化学生的头

脑，还可以增进记忆力，因

为计算要求的就是速度。

印度学生

九九表背到“99×99”

犹 太 民 族 以 头 脑 聪

明、重视教育而著称。从

三岁开始，犹太孩子可以

上收费的私立学校或免费

的公立学校。

犹太孩子们从刚入学

就一点点地学习希伯来

文，从记忆简单的文字开

始 ，一 直 到 可 以 背 诵 课

文。犹太人认为，如果不

能培养出一个好的记忆

力，今后就没有办法学习

其他事物。一旦记忆容量

变大了，大脑就有能力不

断地储存新的信息。

犹太孩子到了 5 岁开

始接受正式教育。学习

《摩西五经》、《圣经·旧约》

和《塔木德经》的基础知

识。到13岁的成人仪式以

前，孩子们要学完所有的

犹太教法的基础知识。

犹太人教学将口读、耳

听、目观等各种方式综合起

来。有些课文单调，他们就

用一种类似于圣歌的旋律来

吟读，将内容“印”到大脑里。

犹太学生

不理解也可先背诵

在莎士比亚、叶慈等

大文豪的家乡英国，小学

生会学习各种各样的诗

歌。2009 年，英国还举行

了全国小学生诗歌背诵大

赛。

英国中学生在学习英

国文学时，不一定有明确

的背诵要求，但这些要求

却被隐含在考题中。例

如，在期末闭卷考试时，学

生会被要求引述一段诗

歌、剧作或者小说片段来

回答问题。

在德国和法国，从小

学到中学都有背诵诗歌的

要求。老师还会抽检，要

求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背

诵。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

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孩子

们必须要会背诵经典诗

歌。如果有学生一句诗歌

都背不出来，会被认为是

难以想象的事情。

在比利时，大多数小

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

会背诵简短的诗歌。到了

初中阶段，学生会被要求

背诵一些名剧的片段。

欧洲学生

名诗名剧不能忘

美国教育鼓励创新和冒险，认为重复别

人的东西就是失败，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对记忆力的培

养相对没那么重视。

美国教育重视阅读而不要求背诵。美

国人认为广泛阅读可增加背景知识、开拓

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而背诵可能被前人

思维所束缚而难有创新。

美国小学基本没有背诵课文的要求，也

没有学习外语的要求，直到中学二年级才

开外语课，而且只是选修课，学生如果不愿

意学习外语，可以选修别的课程。

虽然美国小学没硬性要求学生背诵课

文，但是对部分篇目要求学生在认真阅读

理解后，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并且回答相关

问题，通过这些手段来促进学生的理解力

和记忆力。

此外，美国小学生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做课题，通过搜集资料、调查和思考，形成自

己的观点和结论。这些课题往往没有标准

答案，无所谓对错，但鼓励学生通过独立阅

读和思考给出自己的答案。据《广州日报》

美国学生

不求死背但求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