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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与变化。全体中国人都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预期，更没有

模拟。对于教育人而言，这一猝不及防的“暂停”键，引发了很多深层次的反思与讨论。为此，本报约请相关专家和学者，审视反思我们当下的教育理念、治理

方式、课程建设和学习方式等，重新构建我们的教育——

疫情之下，我们重新审视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新冠肺炎疫情至少在防控期间，已

经一定程度改变了“教育形态”。所有

线下教育培训机构被暂停；所有学生和

父母一起宅在家中，亲子之间获得了史

无前例的相处时间；延期开学后，在家

线上学习成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在线教

育极为“火爆”。

据此，已有一些人畅想疫情将重构

“教育生态”，经过此次疫情，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生命教

育、科学教育会有新的面貌。但在笔者

看来，“教育形态”的变化，并非“教育生

态”的变化。从当前疫情所导致的“教

育形态”变化看，教育生态非但没有优

化，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或者说继续上

演着老的教育问题），不能指望疫情会

“逼出”新的教育生态。要构建新的教

育生态，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教育政绩

观，形成科学的教育价值观，同时推进

教育治理与学校办学改革。

我国教育生态最大的问题是急功

近利、形式主义。急功近利的主要表现

是“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知识教育至

上，其他教育被边缘化、弱化。形式主

义的主要表现是教育管理、学校办学中

充斥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过多过滥

的考核、评估的弄虚作假，这和教育“求

真”的本质背离。要构建全新的教育生

态，就必须去除急功近利与形式主义，

对学生的教育，要回归育人，真正做到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而在学校管

理、教师考核、评价中，需要实行现代治

理，求真务实，防止外行指挥内行，行政

干预学校办学。

此次疫情引发了很多教育人士的

思考。比如，防控疫情是对学生进行

生命教育、责任教育的“好时机”，要珍

爱生命，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是对学

生进行科学教育的“好时机”，要尊重

科学规律，要向医护工作者、科学家学

习……这都没有错，可是，这些教育是

概念上的、形式上的，还是可以转化为

持续地对学生进行的生命教育、科学

素养教育、人文精神教育？

回到具体的现实教育中，则会发

现，所有防控疫情阶段开展的教育，依

旧存在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痕迹。

比如，教育部针对疫情防控，提出了延

期开学后“停课不停学”的概念，然而，

一些地方从1月底就开始以“停课不

停学”之名，对学生进行在线上课了。

这就是违规提前补课。再比如，“停课

不停学”所指的“学”是一个广泛的概

念，然而，“学”被不少教育部门、学校

理解为知识学习，于是包括幼儿园也

启动在线教学，还有人认为在线教学

进入幼儿园领域，是了不起的在线教

育发展成就。

这是教育被功利地理解为知识教

育的结果。一直以来，教育界人士对

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推进教育变革寄

予厚望，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

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大家才发现，这

并不是什么教育变革，分明是对应试

教育的升级。当前，我国对在线教育

的使用，几乎都是围绕知识教育而展

开。以此继续推进在线教育，能构建

新的教育生态吗？

配合学校的在线教学，家长被要

求监督孩子上网课，家长的角色定位

成了校外辅导员，这是有违初衷的。

家庭教育良好的生态是，父母通过与

孩子的共同生活，陪伴孩子成长，对孩

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

育。要构建这样的生态，就必须告别

功利主义。

构建教育生态，当前最迫切的是，

教育要回到教育的样子，学校要回到学

校的样子。对于防控疫情中出现的各

种教育问题，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而

非喊口号式的畅想。

教育要回到教育的样子，学校要回到学校的样子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 崔允漷

近期，疫情信息不仅使举国上下都

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也大大地降低了

全民的思考力与判断力。我仅想说一

说疫情突然袭击暴露出的“几乎全民不

会戴口罩”“全民没有勤洗手”的问题，

以及由此而来的与我们中小学教育、与

我的专业——课程有关的问题。

先说戴口罩，本是日常的生活技

能，为什么几乎全民无知、集体失能？

中小学不教学生戴口罩，等疫情来了再

请院士来教，代价岂不是太大了吗？难

道一定要将“戴口罩”这一知识点列入

“高考”，我们才会教、才能学会吗？中

小学教育其实已经多次进行过诸如“谨

防感冒”“注意个人卫生”“不要将病毒

传染给别人”等基于概念的教学，却几

乎无效。我们能否开展基于行动的教

学以获得“戴口罩”的技能？

再说勤洗手，应是举手之劳，但事

实上大部分人还是没做到——学校教

了至少15年，结果还是没学会！“勤洗

手”教育如此低效，确实让我们教育人

自己打脸！有人说，那是因为高考不

考，教师不教。其实不然，在正规教育

期间，我们不是不教，而是一直在教，从

幼儿园教到高中。从幼儿园开始，教师

一般会示范来教小朋友如何正确地洗

手，会用我国常用的“内外夹弓大立腕

七步洗手法”，甚至拿最权威的世界卫

生组织（WHO）英文版“洗手12图”来

教。可是教师往往教了却不评，没有跟

进评价，洗手就只是教学材料或内容，

成不了课程，至多算是日常的经验教

育，学生不仅没有理解，更不会形成行

为习惯。小学开设了与“勤洗手”有关

的一系列正规课程，包括道德与法治、

体育与健康、劳动与技术、班会，甚至还

有校本课程等。每门课的教师都会告

诉学生要勤洗手，而且一直强调勤洗手

有多重要。然而，小学教师少有用示范

的方式动手教洗手的，于是，小学生只

记住“勤洗手”这个词，没有获得正确的

洗手技能与习惯。而进了中学，学生发

现中学只关注要考试的东西。从目前

来看，中考和高考都不大会考“勤洗

手”，因此，中学里的教师和学生都看不

上这个“重要但没用（因为不考）”的概

念。即使有一些科目如体育与健康、生

物学等的内容涉及“勤洗手”，但中学教

师通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小儿科”的

事是幼儿园或小学教师教的，于是乎，

“勤洗手”在中学成了“虚无课程”。

如此这般的15年教育，无论是戴

口罩还是勤洗手，都能看到我们的教育

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是需要我们每一

个教育人反思的。作为课程研究的学

者，我觉得我们提供的教育不够专业，

具体表现在：目的目标没分清，学无进

阶难上心；教不得法瞎教教，学而不评

非课程。

虽然我无法得出戴口罩、勤洗手对

不患病的贡献率有多大，但反过来，没

有养成这些卫生习惯与患病风险的相

关性是可以推论的。希望如此惨痛的

教训能为我们敲响警钟，希望每一个人

能站在“防疫就是责任”的高度认识“戴

口罩”“勤洗手”的好习惯。

我们需要担当起检讨责任，重建

“戴口罩”“勤洗手”课程。50年前，国

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

其中》中提出了“学会求知、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的目标，而我们的

教育、课程如何解决当下“不考就不教”

“只育分不育人”的问题？90年前，美

国著名的“八年研究”首要目标是关注

与学生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知

识与技能，而我们的课程目标是否过于

抽象、宏大？是否过于社会取向？是否

可以借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或“家

国天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重新

确定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是否

要用课程思维审视学校教育的专业性

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首先，要将“学会

健康生活”作为公民的核心素养，并据

此设置有进阶的目标体系；其次，要依

据此目标进阶，分学段选择适当的内

容，组织成学习单元；再次，要倡导基于

行动的、示范的直接教学，而不是基于

概念的教学；最后，要基于不同学段的

目标开展表现性评价和档案袋评价，而

不是纸笔考试，并将其结果列入不同学

段的综合素质报告之中，推行持续而累

积的、基于行为的必备品格评价。

美国教育家艾斯纳说过，千万不

要以为不教的就是不重要的。我想再

补充一句：教了不等于学了，学了不等

于学会了。其实，没有学会，就等于没

有教。据此，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

检讨。

反思课程建设，学会健康生活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普通教育研究所所长
林 莉

2020年因疫情而延期的寒

假里，毫无准备的师生不得不集

体在全网围观下试水线上教

学。一夜之间，“未来”似乎就这

样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

前。这场被有些人戏称为大型

翻车现场的“尬教—尬学”，很容

易令人联想起1999年的互联网

生存挑战。也许我们应该记住，

我们的生活从“互联网生存”走

向“断网实验”，用了不过短短

20年。

“互联网+教学”会长成什么

样？尽管学者们很早就从理论

上提出“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

人皆学”的愿景，各种慕课网也

构建了“互联网+教学”可能的实

践形态，然而大家似乎不约而同

地默认它是成人非正规学习场

景下非正式学习的“解决方案”。

面向中小学的“互联网+教

学”会长成什么样？一直以来，我

们习惯于从学校、教室、班级的授

课场景来寻找答案，将面对面的

班级教学搬到网上。而这个寒

假，当中小学师生分离、互不可

见，教学要素“原子化”，对线下

集体讲授式教学友好的教室、班

级、课表、上下课铃、点名等高度

结构化、统一步调的学校经典教

学场景分崩离析。正视这种新

的学习场景的颠覆性变化及其

对“互联网+教学”复制中小学线

下模式的巨大挑战，将为我们讨

论和探索未来中小学“互联网+

教学”提供新的想象空间。

想象每位“宅家”的学生就

是未来“互联网+”场景中的一个

学习节点。这个节点，它与学校

的教师、同学保持固定的连接，

与外部的优质学习节点保持常

态的连接，与其他可用的学习节

点发生着经常性的随机连接，共

同构成了每位学生日常学习的网络小世界。

想象每位学生，都是学习网络节点上的学

习者。学习节点化，意味着学校不再是唯一的

学习空间，学校、家庭，包括机构（如图书馆、博

物馆），以及除本校和本班教师外的其他人、外

部网络平台等所有可以提供学习资源的节点，

都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学习节点，是未来

“互联网+”场景中新的学习空间。

想象“互联网+”引发的学习空间“升维”成

为中小学教育范式变革的关键变量，未来学习

会怎样？

学生将成为有教师持续指导、和同伴共同

学习的自主学习者。而作为新手学习者，学生

将在教师、教材、学案（学习任务书）提供的基础

性学习支架支持下，逐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

习时间、进度，发掘和利用对自己有用的学习资

源，构建关联主义提出的“由人和内容等可信节

点构成的技术增强型个人学习网络”。

互联网知识的丰富性，意味着教师将从例

行的备课、授课、批改作业中解放出来，不再是

面对面班级授课制下，一人一科一包到底的“主

播”，而是在互联网提供的大规模知识协同中，

作为一名知道如何找到优质、可靠学习资源，以

及如何综合运用多种学习方法的成熟学习者，

“有时讲授、常常指导、总是帮助”。而学校，作

为连接个人学习网格的枢纽性节点，其核心职

能是提供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课程和面对面教

学，汇集、优化学生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经

验，培养学生成长为有强烈学习意愿、明确学习

方向、善用相应学习资源工具与策略、善于自我

管理、元学习能力高的熟练自主学习者。

班级授课、统一的课时划分、课表、上下课

铃等不再是教学组织的唯一甚至主导形式，正

式和非正式的学习社群将取代班级，在教学组

织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生作为独立学习

者，自主地在上大课、借助课件自学，参与正式

的小组合作学习、线上的非正式社群学习，实践

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之间切换、组合。

……

木心说：“轻轻判断是一种快乐，隐隐预见

是一种快乐。”

想象每个人成为学习网络的节点，和更多

节点一起汇成庞大的学习网络。学生有更充裕

的学习资源、更松散的学习伙伴、更弹性的教学

组织。高控制、结构化的中小学教育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期待！

想
象
每
个
人
都
是
未
来
学
习
的
一
个
节
点

理念到行为的距离有多远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总校长

省特级教师 俞国娣

由于疫情的影响，工厂停工、商场

停业、学校延迟开学都在情理之中。但

是，社会热点并没有聚焦到影响生活和

经济发展的停工停业上，而是聚焦到了

教育上，也许可以说是聚焦到了“停课

不停学”口号下的“直播网课”上。这一

现象引起了教育人的诸多思考。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

出目前教育的一个现实，即很多先进的

教育理念仍悬在半空，尚未得以落地。

我们不缺先进的理念、振奋人心的

口号，但面对现实不知所措，苍白无

力。当面临超长寒假的时候，我们仍

然在费尽全力制订一张看得见的课

表，想用统一的行为来教育学生。我

们沉醉于统一的教育行为，也是“志在

追求统一的教育结果”。其实，我们不

妨反刍以下几个基本的教育理念：

其一，生活即教育。这一场灾难

给了我们鲜活的生命教育的教材。灾

难面前，我们不惜停工停产，以牺牲

GDP为代价，保全人们宝贵的生命，因

为生命无价！让生命有尊严、有质

量，善待每一个人，无论病人还是健

康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珍惜生命、

尊重生命的教育，信手拈来，生动而

深刻。责任与担当的教育，无处不

在。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的眼眶时

时湿润：学养厚实的院士泰斗，亲临

一线，如钟南山、李兰娟等老院士不

辞辛劳几次飞赴武汉；驰援武汉冲锋

陷阵的医生护士，多少感人事迹不尽

言表；还有那些乐善好施的爱心人

士、踏实工作的社区乡村工作人员、

遵守规则的邻里乡亲，他们虽平凡却

有着责任与担当。这些活生生的教

材，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们还缺教

材吗？还需要快递员专门递送吗？就

这个新冠病毒衍生出来的相关知识

（物理的、化学的、卫生习惯的、隔离防

护的、病毒生物学等方方面面）也够你

学习一阵子了。说白了，我们所谓的

学还是停留在学课本上。

其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加强亲

子关系，倡导亲子阅读，倡导有质量的

亲子陪伴。而要完成“陪伴”这个“最好

的教育”，起主导作用的家长，要充分调

动并发挥孩子的能动性。我们的网课

中，指导家长亲子互动的教程占着怎样

的份额，必须要梳理一下、增补一下。

喊出“陪伴式教育”口号，就需要提供陪

伴教育的策略，才能理念落地。

其三，何为真实的学习。倡导真

实的学习，就是要让学生在真实的学

习情境中，学习解决真实世界的问

题，在完成真实世界任务的过程中习

得知识，获得技能，丰富交往，形成品

质，让学习效果能看得到，让学生感受

到学习是有意义的。面对如今这个特

殊情景，面对居家隔离这个真实问题，

寻求居家生活、身体锻炼、感情传递、

情绪表达等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和

现实世界的情景、环境紧密结合的学

习是有意义的。用这个特殊的防疫背

景，我们来开展阅读、写作、统计、运

算、绘画、作曲、演唱等方面的学习，其

学习成果能反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

投入。

其四，大力推进劳动教育的载体在
哪里。劳动教育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场

景中。居家劳动，生活小事从叠被子开

始，生活能力从烧菜做饭开始，无论哪

个年龄层的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成长点。为了推进劳动教育，学校曾

刻意组织一场“爱心晚餐”的比赛，或

是叠被子比赛、系鞋带比赛，而今天，劳

动的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劳动现

场不是秀场，在家劳动恰逢时。

今天，我们不缺理念，缺的是把教

育理念化为教育实践和行动，这需要大

量的教育实践家，他们可以是家长，是

教师，更大的可能是校长。教育实践家

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也需要担当，还需

要奉献；需要淡定，更需要激情；需要理

性，特别需要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