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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吴志翔先生的新著《教育是柔软

的》进一步引发了我对教育现实问题

的思考。虽然书中的文章对我来说

并不陌生，大多在《浙江教育报》等媒

体上陆续读过了，但一股脑儿读起来

还是非常有味道的。这本书围绕作

者对“理想教育”的思考和追求，凝练

了“教育是柔软的”这一核心观点。

本书中的《最好的教育者是“暖

男”》一文最初在《浙江教育报》刊发，

后被多家教育刊物的微信公众号推

送。作者认为，教育乃是一种柔性的

智慧。教育者，无论是父母还是教

师，不但要有一颗“赤子之心”——懂

得体贴孩子的心灵需求，还要有一点

“妇人之仁”——尽可能地展现柔软

和慈爱。越是伟大的教育家，越是有

教育情怀的人，就越是拥有“赤子之

心”和“妇人之仁”。用今天的话来

说：最好的教育者大多是暖男（超越

性别），而不是有着“匹夫之勇”的“愤

青”和“怒汉”。

什么是暖男型教育者？作者理

解为：有着无尽耐心、不禅琐碎烦劳、

懂得宽容等待、始终温暖和煦、永远

温润如玉。

试想，当教师和父母是“赤子之

心”和“妇人之仁”的完美结合时，对

孩子来说是多么幸运呀。在教育中

采用刚性的方式，往往会取得适得其

反的效果。不少教师和父母并不真

正懂孩子的心，而是以“我为你好”的

名义做了很多伤害孩子的事。

“震撼人心”和“润物无声”是两

种不同的教育方式，而“润物无声”应

该是学校教育的常态。能直捣黄龙

当然是教育者的一种本领，但作者认

为教育效果大多是曲折（间接、延宕、

反复）实现的。这样的优美曲线是很

值得我们欣赏的，因为那曲线里凝聚

着教育的智慧。

作者认为，教育者眼里必须揉得

进沙子，胸中必须装得下错误，心里

必须容得下瑕疵和缺陷。我非常认

同这一点，因为成长中的孩子难免会

犯错误，教育者并没有必要揪住错误

不放，有时候甚至要有“难得糊涂”的

境界，给孩子自我纠错的空间。

作者任职教育媒体20多年，现在

又是一位小学新生的父亲，在陪伴孩

子的成长中，他对各类教育现象和问

题的看法自然更有“儿童立场”。

从《为教师声辩》到《我们热爱什

么样的教育》，再到《教育是柔软的》，

正如作者所言，写作时的风度从“指

点江山”到后来变得“畏畏缩缩”，因

为作者日益认识到了教育的复杂性。

在父亲这一角色上，我和作者有

差不多的经历：女儿也在上小学一年

级，也因为是零起点教学，需要有强

大的定力。因此，我会在阅读中与作

者产生共鸣。

要做暖男型教育者，首先要坚守

正确的教育理念。作者进一步提出，

教育的终极使命在于“人的完成”，我

们每一位教育人都应该首先促成自

我的完善，用那一束理想之光来照耀

教育人生。

最近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高峰论坛上，有学者指出应该坚持

“理念先行”，因为社会变革和人类进

步是在新理念推动下实现的，而目前

中国社会尚未形成符合教育规律的

正确理念来引领大众的教育行为。

比如，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

进零起点教学，但这剂药方并没有发

挥预期作用，“抢跑”成了一种常态，

学业竞争的压力早已前移到幼儿

园。于是乎，有些家长发出了“零起

点的孩子好憋屈”的感叹。

作者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当下“减

负”难的问题。他觉得主要原因是

“减负”还没有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

行动，这背后跟没有健全的教育理念

支撑有很大关系。面对教育生态中

的浮躁之象，作者有时候会心生一种

无奈，感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教育理

念有崩塌的危险，这说明坚守教育规

律的不易。

在作者看来，父母就是孩子的起

跑线。只要家庭教育到位，没有一个

孩子会成为失败者。如果父母把培

养孩子自主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学

习态度看得比学一点知识重要一百

倍；不用强迫的方式驱使孩子投入所

谓的学习之中；绝不拔苗助长、绝不

涸泽而渔，懂得等待，不徒然焦虑，不

盲目跟风。如果越来越多的父母从

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育理念做起的

话，那么孩子自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压

力了。

当然，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优质

资源紧缺的当下，竞争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正如作者所言，今天的痛

苦换不来明天的幸福。只有给孩子

幸福的体验，才能让他们对未来保持

美好的向往。如果更多的父母能认

识到这一点，那么更多的孩子今天的

境遇自然会好一些。

“身为教育人，都应该坚持这个

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不管怎样，只要

学生把上学视为畏途，那就是教育的

失败；只有当他们把校园看成乐园，

才是教育的成功。”作者的这句话，值

得我们每一位教育人深思。

书 名：《教育是柔软的》

作 者：吴志翔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呼唤更多的暖男型教育者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孙芙蓉

近年来，一些教学型本

科高校的毕业生面临着较为

突出的“教育性失业”问题：

他们的专业基础、创新精神

不如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学术

型人才，而动手能力又不如

高职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

才，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尴尬

境地。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教学型本科高校

尚未建立起与自身培养目标

相契合的学生评价制度。

过度选拔抑制了评价作

为“促进学生发展”这一本真

功能的发挥，唯知识化的评

价内容弱化了学生情感、态

度、价值观等核心素养的形

成，刻板的评价方式、单一和

终结性的评价主体限制了学

生个性自由发展。

《学生评价的理论与实

践——基于教学型本科高校

的视角》一书对这一现象进

行了研究，并提供了有效的

解决方案。本书作者团队由

温州大学潘玉驹教授等构

成。从2009年开始，他们参

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

料，在上海、杭州、宁波和温

州等地的普通本科高校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以教学

型本科高校为视角，沿着研

究基础—理论提炼—实验研

究—政策应用的思路，系统

分析了影响学生评价改革的

环境和条件，运用教育学、心

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理

论，围绕评价理论、评价主

体、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

价方法、评价过程、评价反馈

等七大方面设计了新的学生

评价制度。

目前关于学生评价问题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成果不断丰富，但总体而言，

依然是译介国外成果较多，原创性研究较

少；面向基础教育的研究较多，高等教育

领域的研究较少；从通用性角度出发的研

究较多，从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出发的研

究较少。与其他同类研究成果相比，本书

的特点在于厘清了学生评价制度与应用

型人才成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梳理了

应用型人才的核心素养，并将这一特定培

养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有机结合，构

建起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发展的评价制度

体系。

它将学生评价渗透于学生与教师、学

生与其他学生、学生与书本及其他教育资

源的交互过程，实现课程、教学、评价的一

体化。在评价目的上兼顾评价的管理功

能与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注重在传承中

创新；在评价主体上构建学生本人与教

师、同伴、社会机构共同参与的机制，强

调学生自我评价；在评价标准上将绝对

标准、相对标准、个体内差异标准和社会

参照标准等有机结合起来，凸显应用型

人才特质；在评价内容上将核心素养结

合起来，注重全面而多维；在评价方法上

将日常评价与终结性评价、非正式评价与

正式评价、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结合起

来，多种方式灵活并用；在评价过程中强

调嵌入与循环；在评价结果处理上关注反

馈与交流。

本书通过大规模实证研究，设计开发

了一个能够足量测评教学型本科高校学

生核心素养的工具——大学本科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办法及评价表，为高校有关管

理部门、学校和教师对学生进行科学评价

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支持，也使得书中所提

出的对策和建议更具操作性和可靠性。

书 名：《学生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作 者：潘玉驹 陈文远 何 毅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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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结合动脑与动手，科学与艺术，自

然与人文，涉及机械、音乐、美术、戏剧等多

方面知识。于是，在查阅国外原题时，英语

教师出手；遇到结构类的题目时，物理教师

出马；制作道具时，美术教师建议；表演时，

剧场课教师来教站位……“遇到校内老师

也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们会主动在

线上、线下寻求帮助。”让李瑾感到神奇的

是，当教师不再是课堂中的权威时，学生更

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们表现出来的精

彩总是超出想象”。

OM 进入上海已经有 30 年。2014

年，上海市三女中代表队第一次参赛，两支

队伍便分别获得全国二等奖、三等奖；2015

年分别获得上海市及全国一等奖；2016

年，再次获得上海市一等奖，全国一等奖、

二等奖。

这样的新课程，不断充实着该校以“女

生教育”为主题的综合课程体系，成为理想

信念、身心发展、人文社会、数理科技、艺术

审美、综合体验六大领域课程群中的“佼佼

者”。“新课程的意义在于教会学生不再局

限于某一门学科，而要有宽广的视野，打破

学科的束缚，学会学习的方法。”教师们说。

从IACE女孩到“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
“教师是写教育诗的人，诗意的教师，

要有雅的本质。”

有人说，到女校后，徐永初变了。虽然

行事风格还是以前那样的雷厉风行、干练

利落，但圆润含蓄了许多。

“‘老底子’的学校，有着不急躁、不焦

虑的美好品质。”杨黎兰认为，教师不焦虑

了，学生就能“喘口气”。“我们尊重学生的

独立性，尊重她们对雅的认识，对未来的、

志向的和审美趣味的高雅。”她叹赏道，“我

们的女孩很‘疯’，她们释放出来的个性和

品质很迷人。”

什么是迷人的女生？学校门厅中、走

廊上张挂的一幅幅女孩青春恣意的笑脸

下，都无一例外地注明“IACE女孩”。

“独立、能干、关爱、优雅”。取这4个英

语单词的首字母组成“IACE”，这便是上海

市三女中清晰的育人目标。“IACE女孩”，

是该校优秀女生的集体荣誉称号。

在一个多月学生自主设计的评选活动

中，候选人要进班自荐演讲，通过由教师、

家长、社区人员和学生代表共同组织的面

试，制作自己的参选网页，画海报、录视频、

新媒体发布……

每年，全校200多名女生中会诞生80

名左右的“IACE女孩”。20年来，这项让

女生们越来越在意的评选，已成为该校主

题教育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女孩们没有评

上‘三好学生’不会哭，没评上‘IACE女孩’，

会流眼泪。”徐永初很自豪地看到，“IACE

女孩”，不断“刷新”着更强的综合素养和实

践能力，“2006年复旦大学第一次自主招

生，被录取的十几个‘市三’女生都是

‘IACE女孩’”。

女子教育，不仅要普及艺术教育，培养

有艺术气质的女孩，更要重视实践探索，培

养有科学精神的女孩。

因而，在“女生教育”为主题的综合课

程体系中，有女子礼仪、女性文学研究、女

性思维训练、女子健美等16门女校特色课

程；更有化学科学实验研究、生物探测器在

实践中的应用、智能机器人、OM、火箭等科

技教育类课程……

同时，为了帮助女生从畏惧到爱上数理

化，上海市三女中不断加强实验教学，如化学

学科就新增60多个教师自行开发的实验。

2016年3月25日，29岁的华东理工大

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博士后应佚伦在法

国巴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2015年

“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她也是该奖项

的首位国内得主。

应佚伦与来自其他国家的14位当年

度“最具潜力女科学家”一起谈及初高中教

育对人生走向的最大影响时发现，尽管大

家来自不同国度、背景，但是她们一致认

为，是中学时代志趣发掘与呵护奠定了她

们未来对于科学事业的选择。

“我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植物组

织切片，亲手操作了多个实验，这让我不仅

记住了概念公式，更通过实践理解了其中

缘由。”应佚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学校宽松与自由的学习环境赋予我更多

的空间，在课余生活中主动学习各种课本

以外的科学知识、拓宽眼界，也使我更加确

定了对化学的喜爱。”

高中时期，化学成绩很好，其他科目一

般的应佚伦得到了教师们的充分尊重。只

要一有时间，她就钻进学校自由开放的生

物、化学实验室，“这是我发展自己兴趣爱

好的乐园”。

“独立、能干、关爱、优雅”，“母校把‘独

立’放在校训首位，我觉得对‘独立’个性的

培养是培养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这位曾

经的“IACE”女孩感慨，“如果没有‘独立’

判断能力，我可能也会‘随大流’地选择大

学与专业，而不是专注地朝着目标努力奋

斗，毅然选择以化学化工为特色的华东理

工大学。”

是的，应佚伦的母校是上海市三女中。

女校文化优雅绽放
浙江省首届教师书房评选日前降下帷幕。综合书房内涵和

设计布置以及图文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经过评审和投票，最终评

出了36位获奖者。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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