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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2月3日，人
教社负责人表示：“不可能把所有教材召
回来，这是出版界史无前例的事情。在
明年印发的时候，一定会把错误纠正过
来，保证不会再出现错误。”

11月29日，人教社官方微博发出了
致歉声明，并在官网致歉信里公开了勘
误内容。

致歉信称：“由于时间仓促，出现
一些编校问题。”“教材出现错误，无
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应该的。”“对
此给广大师生教学带来困扰，我们深
感歉疚，特此致歉！”“对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的老师和同学，我们表示诚
挚的谢意，也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支
持我们的工作！”

对于教材出现错误，不同人士
表达了不同看法。一些家长和教师
更倾向于对教材差错实行零容忍。
郑州市第七中学教师李婧曼认为，
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它和词典一
样，都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
非一般出版物可比，理应以更高标
准对待，尤其是对一些知识性差错，
更要实行零容忍，“否则会对学生造
成一辈子的影响。”她说。

虽然图书出版环节很多，允许
存在一定的差错率，但一些出版界
人士认为，急功近利的出版之风是
重要原因。一位在河南出版集团任
职的业内人士表示，出版社以利益
为导向，出书越多、周期越短，利润
相对也就越高，教材出版属于利润

较为丰厚的领域，一些出版社为了
多出书、快出书，审校环节就会放松
要求或者缩短时间，导致错误增多，
教材质量下降。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将矛头指向
当前的教材出版管理制度。民办教
材开发研究机构北京仁爱教育研究
所负责人说，教材从编撰、审订，到出
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
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民间力
量很难参与教材的编写、发行，难以
形成有效竞争，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
性也使其脱离了大众监督。同时，教
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
也没有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
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所以很容易导
致一些质次价高的教材流入教育市场。

彭帮怀老师表示，人教社能够
发致歉信，是对挑错的教师和读者的
一个肯定答复。但他认为相关部门
既然早知有错，就应该以行政手段正
式告知所有使用该教材的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迫于压
力、敷衍的解决办法。这样是非常
不负责任的。这个教材的使用是
教育部指定的，那现在出现瑕疵，
为何不召回？从商业角度来看，产
品出现问题还都要求召回的。”彭
帮怀称，“如果说考虑到实际情况
没法这么做的话，那么这一教材是
教育部指定的，有行政权力参与，
那出现问题后至少应该以文件等形
式层层下发，统一告知师生们这些

错误，予以订正。”
之所以选择以打官司的形式来

指正教材错误，彭帮怀说，是因为对
教材来说现在根本就没有监督机
制。公办学校的教师对于这些问题
的指正，不敢也不能，因为如果没有
官方认定，很可能变成造谣。如果
教育部审定机构和出版社自己不纠
正，就没有第三方有这种权力。

从致歉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人
教社承认有6处错误，而彭帮怀挑
出的30多处错误中，有大多数错误
并没有被人教社认可。彭帮怀表
示，他将继续等待法院的开庭时间，
届时将会正面和人教社一一核对教
材的错误之处。

1. P20“读一读 写一写”中，
“沭浴”应为“沐浴”。

2. P33“读一读 写一写”中，
“权威”应为“劝慰”。

3. P53 第三行“……传不习
乎？”，缺后引号，应加上。

4. P117《化石吟》一诗，第四行

和第五行之间应该空行。
5.《后记》倒数第六行“《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缺
后书名号，应加上。

6. 该册教材彩色本（2013年3月
第二版）除上述更正，另有：P105注释
第三行，“佳，好、美”应为“嘉，好、美”。

人教社承认的6处错误

出版界人士：急功近利的出版之风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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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出错啦，致歉却不召回
人教社此举被指不负责任，此前一语文教师将该出版社告到法院

□据 新华网

近日，郑州语文教师彭帮怀
指出新版人教版初一语文书上
有30多处错误，并将人民教育出
版社（下称人教社）告到法院。
人教社日前在官网发致歉信，承
认该教材的确存在6处错误。12
月3日，有关负责人表示不会召
回教材，但在明年印发的时候，
一定会把错误纠正过来。

该新版人教版语文教材，各
校于今年9月新学期投入使用，
目前已使用3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