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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 】
阅读提示：在现代教育的宏大叙事中，“优秀孩子”的定义正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构。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显示，

到 2025年，批判性思维、情绪智力、创造力等“人类专属能力”的重

要性将提升 40%。当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熟练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

百位数字，却在面对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时手足无措；当考试分数屡

创新高的“学霸”在遭遇挫折时不堪一击，我们不得不反思：到底什么

才是真正的优秀？当前社会中，“知识上的巨人，生活上的矮子”现象

频发，折射出教育价值取向的深层矛盾。学校、家庭与社会构建的过

度保护网，正在悄然消解孩子的抗压能力与情感认知，这种畸形的成

长环境，不仅影响个体的全面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

策划 刘田茵

科学导报讯 5月 21日，太原市杏花岭

区外国语小学邀请到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

钱学锋主任，进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师专

业能力进阶》专题培训，对教师的专业成长进

行指导。

钱学锋首先引领全体领导及教师学习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的工作原则和

工作目标。

她认为核心素养视域下的课堂教学新形

态应该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活动

为主；以知识为引领的教学转变为以问题为

引领的教学；学生接受学习为主转变为学生

探究为主的新课堂。

接着，钱学锋对素养立意的命题改革方

向和教学指导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试题应

有开放度和综合性，注重考查思维过程、探究

过程和做事过程；知识要从碎片化、点状式到

整体性、结构化。

最后，钱学锋还鼓励老师们运用 AI提高

效率，优化学习过程，让学习过程可视化，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钱学锋为教师们剖析教育现状、提出破

解路径、拓展教育理念，揭晓了“核心素养导

向下的教师专业能力进阶”的答案。在理论如

何结合实践的道路上，既为教师们描绘了脚

下的现实，同时也鼓励大家抬头看向未来的

远方。

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这样一首诗：浮

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

暮，卿为朝朝暮暮。或许正是对教育的热爱与

痴迷，才会有像钱主任和每一位奋斗在教学

第一线的教师，他们在烟火红尘中朝朝暮暮，

不问归期，在专业领域中努力成长。

（黄晶）

科学导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数学课堂有

效性，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近日，太原市第五实

验小学特邀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教研员王国

萍老师走进校园，深入课堂，开展了一场全体

数学教师参与的教学指导活动。此次数学教研

活动，既有精彩的课堂展示，也有专家的精辟

点评。

活动伊始，王老师深入数学课堂，与全校

数学教师一起观摩。史月兰老师执教《数字与

信息》，教学目标清晰明确，贴合学生认知水

平，从数字概念、应用到信息处理，层层递进。

杨婧老师执教《分数的初步认识（二）》，情

境引入有效：通过“分桃”的生活情境，学生能

直观感受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初步建立

“把多个物体看作一个整体”的分数概念；操作

活动促进理解：借助涂色活动，学生通过平均

分实物或图形，体会分数的本质是“平均分后

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非单纯的数量计算；

对比教学突破难点：将“分一个物体”与“分一

个整体”对比，帮助学生理解“单位 1”的可变

性，避免机械记忆。

观摩结束后，王老师与全体数学教师齐

聚会议室，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王老师

对两节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了宝

贵的建议。《数字与信息》是综合实践活动课，

建议以“真问题”激发学生的活动兴趣；《分数

的初步认识（二）》是一节新授课，建议从概念

的本质突破学生的难点。与此同时王老师对

新授课和综合实践活动课进行了对比，提出

了“两强两弱”，即新授课要重视启发引导、重

视巩固练习，综合实践活动课要弱化启发引

导、弱化巩固练习、强化交流分享、强化反思

评价。

随后，王老师还针对性作了《“综合与实

践”领域内涵理解 思考践行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专题讲座，从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内涵理

解、思考践行三方面与老师们进行了深入交

流，为数学老师更好地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的

教学明晰了方向、打开了思路。

任燕萍老师作了总结发言：“王老师的指

导让我们收获满满，无论是评课还是讲座都引

导我们走上“学”的道路，不仅要学，更要思考，

思考学生、思考教材，希望全体数学老师未来

能做得更好！”

（通讯员 耿宇玲 郝晓艳）

太原市第五实验小学

聚焦数学教学 共筑成长之路

教育异化下的成长困境：
被知识绑架的童年

在功利化教育的浪潮冲击下，知识积累被异化

为衡量优秀的唯一标准。家长群里每日分享的“海

淀妈妈”育儿经，展示着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排

满的奥数、英语、编程课程表；学校走廊张贴的光荣

榜，将考试排名作为评价学生的核心指标。某省会

城市教育研究院 2023年的调查显示，当地重点小

学三年级学生平均每人报读 3.2 个课外培训班，周

末时间被学科类补习填满。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

使得教育陷入“唯分数论”的怪圈。北京某重点中学

的调研显示，该校学生平均每天用于课外补习的时

间长达 4小时，而用于家务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时间

不足 30分钟。

过度知识化的教育模式，正在制造“生活能力退

化”的危机。中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年版）》明确要求中小学生掌握烹饪、收纳等生

活技能，但实际执行效果参差不齐。北京市某中学引

入 STEAM课程后，学生通过设计智能家居项目，将

3D打印技术与生活需求结合，实践能力显著提升。

然而，调查显示仍有 60%的中学生未掌握基础家务

技能。上海某高校曾对新生进行生活技能测试，结果

超过 60%的学生不会独立使用洗衣机，40%的学生

无法完成简单的缝补衣物操作。更有甚者，某“高考

状元”进入大学后，因无法适应自主管理的生活而选

择退学。教育部 2024年发布的《劳动教育白皮书》指

出，当前中小学生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不足 12分钟，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情感教育的缺失，导致“高智商低情商”现象

蔓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23 年的调查表明，

约 75%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情感表达障碍，

面对他人的情绪变化缺乏感知能力。在某国际数

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团队中，部分成员因无法协

调团队分工、处理意见分歧，导致后续项目无法

推进；能够熟练解答复杂数学题的孩子，却不懂

得如何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这种情感能力的

缺失，严重影响着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部的追踪研究显示，缺乏情感教育

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出现人际关系困扰的比例高

出平均值 37%。

温室里的花朵：
过度保护的成长陷阱

家庭层面的过度保护，正在剥夺孩子的成长机

会。从代劳系鞋带、整理书包，到代选兴趣班、填报志

愿，家长们用“为你好”的名义，将孩子的成长空间压

缩到极致。某教育机构 2024 年的问卷调查显示，

82%的家长表示“不忍心看到孩子吃苦”，65%的家长

曾为孩子代做社会实践作业。在一线城市，甚至出现

家长为孩子应聘大学室友的荒诞现象。这种包办式

教育，看似给予了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实则剥夺了

他们学习独立与承担责任的机会。哈佛大学长达 20

年的跟踪研究表明，从小参与家务劳动的孩子，成年

后就业率更高，犯罪率更低。

学校教育中的“安全至上”原则，也在限制孩子

的成长。为避免安全事故，许多学校取消了春游秋

游、体育课上的对抗性项目；为追求升学率，大量压

缩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某省会城市的教

育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中小学劳动课课时平

均减少了 40%，而心理辅导课程的开设率不足

60%。一些学校将双杠、单杠等体育器材束之高阁，

用跳绳、踢毽子等低风险运动取而代之；户外研学

活动因安全顾虑被改为室内观看纪录片。这种因噎

废食的做法，使得孩子在面对真实世界的挑战时显

得格外脆弱。

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加剧了教育的焦虑氛

围。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言论，培训机构制造的“升学焦虑”，都在强化家

长的危机感。短视频平台上，“3岁识字 2000+”“5岁

通过钢琴十级”等内容获得高流量，进一步扭曲了

家长的教育认知。这种焦虑情绪传导到孩子身上，

表现为过度的学业压力和对失败的恐惧。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 2024 年的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抑

郁倾向检出率逐年上升，其中学业压力和过度保

护是主要诱因，在重点学校这一比例更是高出普通

学校 23%。

优秀的多维定义：
素养导向的成长标准

真正的优秀，应当建立在健全人格的基础之上。

教育学者怀特海曾说：“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

识全部忘掉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教育。”这剩下的

部分，正是一个人的核心素养。它包括独立生活能

力、情绪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多个维度。日本

教育界推行的“生活科”课程，从小学阶段就培养学

生的烹饪、收纳、理财等生活技能，学生在毕业时需

掌握 20项基础生活技能；芬兰的“现象教学法”，将

跨学科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例如在“可持续城

市”主题课程中，学生需运用数学、地理、社会学知识

解决现实问题。这些实践都在诠释着生活教育的重

要性。

抗压能力与逆商培养，是优秀孩子的必备品质。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斯托茨提出的“逆商”理论认为，

一个人应对挫折的能力，直接影响其未来的发展。

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小学课程中引入“韧性教育”，通

过模拟挫折情境、开展户外拓展等方式，培养学生

的抗压能力。在新加坡某中学的实验班级，学生通

过参与“荒岛求生”模拟项目，学习团队协作与问题

解决，研究显示这些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和生活挫

折时，表现出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焦虑水平较对

照班低 28%。

情感素养与社会认知，构成了优秀的人文底色。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这种唤醒，离不开情感教育的滋

养。许多国际学校开设的“社会情感学习”（SEL）课

程，通过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等方式，帮助学生提升

情绪识别、同理心、冲突解决等能力。中国部分学校

开展的“走进社区”实践活动，如上海某中学组织学

生为独居老人提供智能设备使用培训，让学生在服

务他人的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同理心，参与学

生的亲社会行为发生率提升了 41%。

协同育人：
构建健康的成长生态

家庭教育需要回归育人本质，实现从“代理型家

长”到“引导型家长”的转变。家长应当学会适度放

手，让孩子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经验。例如，通过制定

家庭劳动清单，让孩子参与日常家务；鼓励孩子自主

规划学习和生活，培养独立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家庭

教育研究中心的跟踪研究表明，参与家庭事务管理

的孩子，在自我管理能力和责任感方面显著优于同

龄人。杭州某小学推行的“家庭岗位制”，让孩子担任

“家庭理财师”“绿植管理员”等角色，有效提升了孩

子的生活技能和责任意识。

学校教育需要重构课程体系，强化生活教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深圳某中学将“生活技能”纳入校本

课程，开设烹饪、急救、家居维修等实践课程，学生需

完成“30道家常菜制作”“基础电路维修”等考核；成

都的部分学校建立“心理成长中心”，配备专业心理

咨询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团体辅导。南京某

重点中学开发的“挫折教育”课程，通过设置辩论会、

课题研究等环节，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失败，课程实施

后，学生的抗挫能力测评平均分提高了 32%。这些创

新举措，正在打破传统教育的知识垄断，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层面需要营造多元的评价氛围，减少教育焦

虑。媒体应当发挥正向引导作用，宣传多元化的成功案

例；企业在招聘时，应当更加注重候选人的综合素质而

非单一学历。芬兰的“现象教学”、德国的“双元制教育”

等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中国部分企业已开始尝

试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如海尔集团推行的“人单合一”

模式，注重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腾讯公司在校

园招聘中设置“综合素质测评”环节，考察候选人的沟

通能力、应变能力等。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

系，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的本质愈发

清晰：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成长。真正

优秀的孩子，应当是知识与能力的统一体，是理性与

感性的平衡者，是能够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逆境中

坚守信念的完整的人。破解“知识巨人，生活矮子”的

教育困局，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摒弃功

利化的教育思维，回归育人的本质。唯有如此，我们

才能培养出既有扎实学识，又有健全人格；既能应对

挑战，又懂得关爱他人的时代新人，让每个孩子都能

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绽放光彩。

太原市杏花岭区外国语小学

专家赋能助成长 聚力前行蕴芬芳

———多维视角下优秀孩子的成长密码

超越知识传授的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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