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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双减””后后
如何拥抱素质教育如何拥抱素质教育

“双减”政策落地后，北京家长马冉下
定了决心，全家都从“培训班节奏”里解放
出来，不再整天忙着补课、写作业，而是带
孩子一起去公园、去郊外，过了一个美好
愉悦的假期。

此前孩子有近视倾向，医生一再叮嘱
要多进行户外活动，可一直腾不出空——
小孩才二年级，仅有的那点课余时间，都
被学科类辅导班给占满了。马冉心急如
焚，却又无可奈何。

这次，书法班、羽毛球班，马冉也终于
能给女儿报上了。这都是孩子真正的兴趣
所在，早就想报，“知道这类兴趣班重要，
父母又没办法教”。羽毛球课安排在周六
上午，每到周六清晨，孩子就会催促马冉
快点起床，母女俩一起赶过去。

家长群里也有了新气象。马冉第一次
发现，有家长为孩子的体育类兴趣爱好

“攒班”。羽毛球班刚开始报名，就涌进了
许多家长，最后不得不三个班同时开。

比家长动作更为迅速的是，多家大型
校外培训机构已集体变更经营范围，新增
了艺术、绘本、科技类培训、学生校外托管
等非学科类培训内容。例如，某教育机构
发布全新产品体系，包括书法指导、剧作
赏析、户外锻炼等；有的机构则升级启动
素质成长中心，着重于艺术创作、家庭教
育等板块；还有的培训机构把重点放在美
育上，涵盖诵读与表演、故事与演讲等文
学素养类课程。

素质教育迎来政策红利期。艾瑞咨询
数据显示，按相对中性的增速13%进行预
估，2022年，我国素质教育行业市场规模
将达到5329.5亿元。

有专家提示，当家长把大量注意力放
在艺术、体育等领域的技能训练时，却容

易忽视素质教育最核心的内容，即对道德
情感、心理健康、创新和实践能力等素质
的培养。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祖兵认为，“双
减”为素质教育开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
校外培训机构参与素质教育。但是，学校
始终是素质教育的主体，校外培训机构只
能起补充作用。

回顾中学时代，马上进入清华大学就
读研一的李严认为，自己正是素质教育的
受益者。在家乡重庆就读的那所中学，为
所有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选修课，烹
饪、模拟飞行驾驶、植物学课程等一应俱
全，让大家在高中就体验了一把“抢课大
战”。“用另一种方式丰富和巩固了课本上
的知识，课后还能参加社团，特别能引起
我们的兴趣。”李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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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素质教育迎来政策红利期

20世纪 80年代，素质教育在我国逐
渐受到重视。其后，具体内涵和实施要求
不断明确：“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为重点”“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
地得到发展”“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
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了“减负三十条”，其中提到要坚持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

“素质教育”往往和“减负”一同被强
调，折射出长期以来在追求分数的道路
上，学生负担越来越重，素质教育被逐渐

“怠慢”的现实。
“孩子刚上高中，科技节、艺术节、运

动会接踵而至，忙得不可开交，孩子在这
上边花的时间比花在学习上的还多。”在
家长安开瑞眼里，学校很重视素质教育，

但是一旦“占用”孩子用来学习的时间和
精力，第一个不买账的就是家长。“把过多
精力放在素质教育上，高考可能要付出代
价。”安开瑞说。

素质教育是个长期涵养的过程，短时
间内很难见成效。对于家长而言，在考试
赛道上让孩子做素质教育的尝试，也面临
多重压力。如果“试验”失败，孩子的人生
怎么重来？这是家长们都很担心的问题。

然而，有些家长已经找到了答案：只
要处理得宜，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

北京家长沈淑艳是一位“非典型”海
淀妈妈。她的儿子言哥从上小学直到高中
毕业，一直坚持“裸学”，从没上过课外班。
给她十足底气的是，家长会上，老师总是
反复强调，“孩子们在这里，请家长放心，
不用去外面上课外班。如果学习上有问
题，让孩子多找任课老师答疑，我们比外

面的人更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言哥从小喜欢跑步，校运会长跑冠军

保持了3年；每次都积极参加科技节冲浪
纸飞机项目，特别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飞
机折叠、改良、试飞上；喜欢弹钢琴，练琴
是因为“能培养音乐素养，还可以疏解情
感”。

历经数次大考，言哥总是能从容面对
压力。他说，“大概得益于在羽毛球赛场上
经历的无数挫折吧”。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实施素质教育
和全力追逐分数，哪个对孩子更好？结果
难以预测，只有回头看才知道成功与否。
沈淑艳认为，“过程精彩，结果一定不会
差”。

“素质教育像一辆小车，家长、教师、
学校每一端都握着方向盘。如果力不往一
处使，车就会‘跑偏’，甚至停滞。”罗祖兵
表示。

22 素质教育像一辆小车，家校“力往一处使”才不“跑偏”

2021年上半年学期结束后，广东省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海澄小学的学生
们拿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成绩报告单。
三年级学生李俊的报告单“雷达图”显
示，他在身心健康这一块比学校平均水
平低一点，他打算“下学期增加体育运
动”。五年级学生王英的学科学习趋势
图上，“数学曲线”往上走，说明王英的
数学学习在进步。

这份“海澄小学幸福少年综合素质
报告单”，提出了以身心健康、品行高
洁、智能发展、情趣高雅、劳动创新为要
素的幸福少年培养目标和评价维度。每
个维度有 5个关键指标，每个指标下设
置若干观察点。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出孩子在各维度的表现。

素质教育已提出多年，但“考试分
数”依然是刚性指标。让素质教育真正
扎根、生长，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分数与综合全面发展并不矛盾。
基于此共识，如何在优化考试评价方式
的基础上推动素质教育，才是目前急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北京特级教师陈维
贤认为，以中高考改革“指挥棒”撬动课
程改革和育人方式变革，总能立竿见
影，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人，拥有自己的
个性与特质，而非教育流水线上的产
品。陈维贤说，“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
中，怎样既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升学需
求，又提高素质教育水平？这需要联动
教育评价改革，对学校、校长、教师的考

验，可谓巨大”。
“双减”意见提出，各地要积极完善

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
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
式，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
和成绩呈现方式。

随着教育改革逐步推进，全国多地
正在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
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计分科目。目前，湖南、江苏、云南、河南
等省已将美育科目作为正式考核内容
加入中考范围，其他地区也在加快美育
进中考的脚步。上海拟于 2022年起，将
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应用于高

中阶段学校自主招生、名额分配、综合
评价录取等过程中，真正做到“见分也
见人”。

“全面素质的培养不同于学科教
学、知识学习，它是一个弥散性的、见效
慢的过程，需要全方位地、长期地进行
训练与熏陶。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
的矛盾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一个经
典性难题。”罗祖兵表示，解决素质教育
和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过程，
说到底，只有在人们淡化了对社会资源
的竞争性选择、不那么在意学历高低
后，这个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据《光明日报》

33 兼顾分数与全面发展，需要联动教育评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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