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住“牛鼻子”：抓实科学教育
评价

“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事关
孩子接受的教学质量。”刚和孩子
一起在线上为教师打完分的雷亚男
家长说。

学生和家长网上对任课教师
进行匿名打分是桢州学校创新科
学教育评价的一项有效措施。家
长和学生网上评价的主要内容不
仅包括学校各种活动的活动质量
及效果、各科教师的教学能力、师
德师风等教师职业核心内容，还涉
及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的
培养质量等数十项打分条目。据
记者了解，受访家长和学生对待评
价都非常认真。

教育评价关系教育发展方向和
教育目标实现，有什么样的评价指
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事
实上，“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一直

是桢州学校建校以来的不懈追求。
“为了实现‘不唯分数，却胜在

成绩’的教育目标，桢州学校以活动
为载体，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
导向，以学生表现和家长满意为评
价标准，精心制订了这套评价指标，
各项评价结果直接和教师的薪资待
遇体系挂钩。”校长刘鹏说，“实践效
果证明，这种评价方式推动了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持续高效发展。”

据记者了解，很多学校都开展
了教学评价探索，但效果不甚理
想。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评价而评价”。在桢州学校，评价不
是终结。每次评价结束后，学校就
组织专人即刻全面梳理各项评价结
果、汇总问题，结果直接汇报到各级
部长，然后开会一一研讨解决办
法。“我们开会不说优点只谈问题，
问题必须解决，好的解决办法固定
为制度。”刘鹏说。

就这样，7 年如一日，桢州学校
在“躬下身”“办实事”中，久久为功，
积累了一套以教育评价推进教育质
量的“真办法”“真经验”。

创新教育管理模式：提升教师
“内驱力”

有着一双大眼睛的高中部校长
王世峰不仅有一项对每个孩子都能

“见人呼名”的“绝技”，而且是“待优
生”的“大救星”。当记者问及学生
何以称其为“大救星”时，王世峰笑
笑说：“哪里有什么‘大救星’，我不
过是白天黑夜和孩子们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了解他们多些。”

为了照顾学生的心理，桢州学
校把成绩较差的学生称为“待优
生”。“只要老师对这些学生肯用心，
很多孩子还是能学好的。”王世峰表
示，学习好的孩子哪个老师教都不
会太差，关键是成绩处在中下游的
孩子。把几十名“待优生”都送进了
全国各地的高校，才是他最满足的
事。在桢州学校，像王世峰这样的
教师还有很多，他们身上都有这么
一股“劲”。

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教学
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内驱力”的强与

否，给教师输出内驱力的动力系统
就是学校创新的管理模式。在韩城
市教育局支持下，桢州学校大胆创
新，实施了新的 KPI 制度，把原来绩
效考核制度的“二八”分配比例改为

“八二”分配比例。
所谓“八二”，就是将教师整体

工资收入的 80%纳入动态绩效考
核，并把各项教学工作细化到绩效
占比中，精准实现按劳分配。同时，
在此基础上加大班主任费占比，将
班级管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
位；关注教师生活教学中的各种诉
求，营造尊重知识分子的整体氛
围。以“制度+感情”的“双轮”并
驱，不断强化教师责任心。记者所
见到的教师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
态，已有力回答了“如何长期保持教
师内驱力”的时代之问。

开启教育智慧：有效平衡“双减”
与质量的关系

这个学期，王丽平发现儿子张
家诚懂事了很多，麦色的脸庞上洋
溢着阳光与自信，对此王丽平深感
欣慰。张家诚原来在韩城市区的一
所小学就读，因为写字问题总被老
师批评，心情抑郁。王丽平为其报
了书法班，但效果不明显，因屡次沟
通不畅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后来，张家诚转学到了桢州学
校。“一个学期后，孩子的字就像换了
一个人写的似的。”王丽平高兴地说，

“现在亲子关系是‘其乐融融’的。”
王丽平遇到的问题，在现代教

育中具有普遍性。教育内卷造成的
孩子学业超负荷和素质教育之间的
矛盾，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教育者的
智慧。为此，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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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
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如何高质量落实“双减”，真正
达到“减负增效”，是摆在各个学校
面前的一块“硬骨头”。韩城市教
育局为此也出台了《韩城市提升教
育 质 量 落 实“双 减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并把课后
服务工作纳入学校管理工作中。
在这场考验中，桢州学校催动高效
课堂、高质量课后服务、教育心理
学干预的三驾马车，将“减负增效”
落到了实处。

“课堂上的每一道练习题都是
教师们集体通捋整个初中教学内
容，对标中考，一道一道精心筛选
的；每个教师的教法也都是各科各
年级教研组精心打磨过的，这是保
证整体课堂教学质量高水平均衡的
关键。”教师雷钰莹说。

对于“学生课后知识消化”这个
让很多教师头疼的问题，桢州学校
采取了发挥学校和教师双重作用的
办法：把学生课堂上没有完全消化
的知识和进行巩固的练习题，全部
放在课后服务时间集中解决。并把
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 8 点，各科任
课教师在班上辅导完当天全部书面
作业，家庭作业只留背诵作业。不
仅保证了每个学生有效消化吸收了
当天的知识，也把家长从“鸡飞狗
跳”的辅导作业中解放了出来。

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罗门
说起母校，仍是满含深情。曾经的
罗门成绩并不理想，焦虑之下，出现
了抑郁倾向，他的父母内心焦急却
束手无策。有心理学背景的刘鹏对
罗门进行了专业判定和长期的心理
疏导和学业规划，最终罗门考进了
心仪的大学。事实上，无论是集中
解决家庭书面作业还是着重解决学
生的心理问题，都点在了家长的“痛
点”上，也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为了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的学
习氛围，刘鹏在行政楼一层大厅设置
了开放的学生会客厅，利用一切空闲
时间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和生涯规
划咨询服务。大厅里摆放着学生们
随时可以用的各种释放压力的“小工
具”，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减轻学生
心理负担，增强学生学习效果。

当下，正处在深化教育改革关
键期，所谓“真经”就是在“蹚”改革

“深水区”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
题，让人民群众切实得到深化改革
的实惠。

桢州学校有“真经”
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

网公布了北京2024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报名时间。细心的人
会发现，与去年相比，北京今年
的高考报名时间提前了一周：
今年的高考报名时间为2023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去年则为
2022年11月1日至4日。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截至
目前，除北京外，还有河北、吉
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天津、上海、内蒙古、宁夏
等省份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
2024年高考的报名时间。公布
了具体时间的省份，2024 年高
考网上报名几乎都在 10 月、11
月内完成。

与去年对比发现，多个省
份提前了高考报名时间。比
如，吉林省9月初就在其教育考
试院官网上公布了2024年高考
报名时间为2023年10月5日至
10 日，而 2022 年的报名时间则
是11月10日至15日，吉林省今
年的报名时间提前了一个多
月；宁夏 2024 年高考报名时间
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去
年的报名时间为 12 月 1 日至 5
日，提前整整一个月；黑龙江省
2024年高考报名时间为2023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0 日，去年的
报名时间为10月28日至11月7
日，提前了将近 20 天；湖南、上
海等省份公布的高考报名时间
也比去年提前了一周多。

“接到学校通知后感觉高
考一下子就到眼前了，自己突
然从高中生变成了高考生。”北
京一名高三学生说。

“这只是一种程序上的正
常变动，对校内的考生不会有
多大影响，不必紧张和焦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说，考生按照自己的节奏
安心备考就好。

有专家分析，高考改革所
带来的变化可能也是高考报名
时间提前的原因之一。

截至目前，全国 29 个省份
已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其中，
前三批包括上海、浙江、北京、
天津、山东、海南、河北、辽宁、
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
重庆等14个省份的新高考已平
稳落地；第四批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甘肃等
7 个省份的新高考将于 2024 年

落地；第五批山西、内蒙古、河
南、四川、云南、陕西、青海、宁
夏等 8 个省份的新高考将于
2025年落地。

新 高 考 带 来 了 一 些 考 试
科目设置上的变化，比如，北
京高考英语听说机考实行的
是一年两考，第一次机考是在
2023 年 12 月 16 日进行，这些
变化都给高考考务安排提出
了新的要求。

除了报名时间提前之外，
高考的另一个变化也值得考生
关注。教育部2021年颁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从2024年起，
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再从高校
招生环节选拔，由相关高校从
在校生中遴选培养。同时，高
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实行“文化
素质+专业能力”的考试评价方
式，文化素质使用高考文化课
考试成绩，专业能力使用艺术
专业能力考试成绩。

这些政策都在提醒考生，
专注自身素质是成长成才的最
佳路径。正像储朝晖所说的那
样：不用焦虑程序上的变化，把
重心放在自己的学业上。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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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桢州学校创建新机制公办学校 赓续“品质教育”

10 月 20 日—22 日，由中国教
育三十人论坛主办的首届青少年
心理安全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心理学
专家、临床医师、一线教师、家长等
跨界分享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
验，答疑解惑、共同诊疗、观点交锋
让这场论坛火爆到会场走廊都坐
满了人，也从侧面反映出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高度
关注。

◆“50%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
在校学生”

《人民日报》主导完成的《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披露的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
超过9500万，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
为 15%—20%，在抑郁症患者群体

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 41%曾因
抑郁休学。

在论坛开始前，此次论坛主
席、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
镇西面向初中生和少数其他青少
年在线上开展了“青少年心理焦
虑、抑郁的问卷调查”。调查共计
收到有效样本 21551 份，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区）。调查显示，从来
没有焦虑或抑郁状态者有 12699
人，一周出现一次者有 5641 人，一

周出现两至三次者有 2547 人，一
周出现四次以上者有 663 人，分别
占 比 为 58.93% 、26.18% 、11.82% 、
3.08%。调查者对自己焦虑或抑郁
程度的评估情况为：不太焦虑（抑
郁）者有 15223 人，占比 70.64%；比
较焦虑（抑郁）但还能自己解决者
有 5551 人；非常焦虑（抑郁）需要
寻求帮助者有 511 人；焦虑（抑郁）
到无法正常学习者 158 人，已在医
院确诊者 107 人。其中，在已经确
诊焦虑（抑郁）的青少年中，轻度、
中度和重度焦虑（抑郁）分布较为
平均，分别占比为 34.83%、33.71%、
31.46%。《少年发声》作者陈瑜在
过去三年时间里，访谈了全国近
100 位青少年。陈瑜发现，无论是
学习成绩不理想，成绩处于中段，
还 是 成 绩 优 秀 的 孩 子 ，都 不 开

心。“这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
现状。”

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陈默结
合自己实践观察表示，对此，如果
不加以干预，学生抑郁症将会高
发。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孙时进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认
为，若不把人的幸福作为教育的
根本目的，社会上出现的抑郁症
问题将会愈发严重。“青少年心理
问题不但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并且酿成了诸多悲剧，从媒体近
年来不断曝出的案例不难得出这
个结论，因此家庭、学校和教育工
作 者 乃 至 社 会 必 须 正 视 这 个 问
题。这正是我们举办此次论坛的
原 因 所 在 。 我 们 要 把 怎 样 的

‘人’，奉献给未来的中国？未来
中国需要的人，是有高尚的人格、
聪慧的大脑、卓越的创造能力和
伟大的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前
提是身体必须健康，心理必须强
大。所以，如果学生睡眠不足、视
力下降、身体羸弱，那所有教育创
新、课程改革、学校管理等辉煌成
就，以及那些‘国家级示范校’之
类的荣誉、‘全国第一个率先提出
什么模式’等，都等于零！一点意
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人
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论坛主席李
镇西深思道。

◆过重学业压力和过于严苛的
家庭环境是主因

有哪些原因导致青少年心理问
题越来越严重呢？根据李镇西团
队的调查，在影响青少年焦虑（抑
郁）的各种因素中，选择最多的为

“升学压力”，人数为 11779，占比为
54.66%；其次为“父母期望”，人数为
9386，占比为 43.55%；再次为“学校
考试评比”，人数为 8614，占比为
39.97%；选择“教师言行”“人际交
往”与“成长困惑”的人数相对平
均，分别为4027、4729、4096，占比在
20%左右。从数据看出，心理问题
的产生是复杂的，但学业压力占到
近一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杨东平在演讲中同样认为，青少
年心理疾病的产生，最主要的源头
是沉重的课业负担、学习和考试压
力。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西安东
城第二学校校长冯恩洪认为，这和
教育方式也息息相关。他将“有差
异的孩子被无差别地教育”视为重

要原因。
除了学习压力外，与会嘉宾普

遍认为，不良的家庭关系、粗暴的
教育方式等家庭原因也是诱发青
少年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影长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作
跟踪研究。她在论坛现场分享的3
个研究结果都指向家庭：第一，如
果家长对孩子不好，孩子就容易成
为受气包或刺头，这样的孩子在学
校 里 非 常 容 易 被 其 他 的 孩 子 霸
凌。这类孩子在被欺负之后就会
产生各种情绪问题。第二，父母的
高 期 待 会 导 致 孩 子 的 焦 虑 和 抑
郁。第三，经常批评打骂贬损孩子
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发育，从而导
致孩子心理问题产生。资深精神
科主治医生范丽荣结合多年经验
深切地感受到，每个生病的孩子背
后必然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者
生病的环境。

此外，在陈默看来，冲突是青
少年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这种冲
突包括工具化培养和自我意识觉
醒的冲突、集体主义和个体化的冲
突、平等人格和传统秩序的冲突、
互爱需要和竞争环境的冲突、生命
意义寻求和资源抢夺的冲突、少子
家庭和大班教室的冲突。中国陶
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分析称，
问题很复杂，也许其中有一部分是
心理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心理问
题，有的是犯罪学问题，有的是家
庭教育问题，有的是社会教育问
题，有的是个性品质和心理品质问
题等，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心理
病来治。更多时候是“大人得病，
孩子吃药”。

论坛上，不少教师向与会专家
不仅表达了对于处理青少年焦虑
或抑郁等心理问题缺少经验的困
惑，还吐露了自身也要面对各种压
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做解压阀，不做压力锅”

怎么办？是关注这个话题的终
极指向。

“心理教育绝对不能仅仅靠开
会、文件和通知来解决，也不是靠
学校专门配几个心理老师，开几门
心理课，设立一个心理咨询室，就
可以解决的。”王旭明认为，要把国
家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落
实和做细，更多的是要综合施策、
对症下药。他建议，第一，中小学
不宜专门开设心理课，要将心理健
康内容渗透到各个学科教育中。
所有的教师应该具有积极良好的
心理状态和一定的心理知识。第
二，中小学尤其是师风师德建设和
专业水准都不够的学校，不要大面
积开展心理健康普测或通过简单
的答卷作简单的判断。他希望学
校一定要把好有些广告公司推的
那些收费答卷的关。第三，要特别
保护好学生，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状
况不要用健康或不健康作简单的
判断。但对于不开设心理课的建
议，李新影表达了不同意见，她认
为，心理课涉及一些心理调适的技
巧，对应对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还是
非常有用的。不仅需要让孩子们
了解，而且应该让老师们也学习下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提升其相关
能力。

在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张皓看来，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家长要让孩子与世界建立最密切
的联系。她举例说，不妨让孩子休
息时做做家务，在劳动中就不会胡
思乱想了。对此，陈瑜表示深有同
感，她呼吁不能把孩子当作学习机
器，而要把孩子当人看，精彩的生
活 能 换 来 一 个 高 质 量 的 学 习 状
态。李新影根据研究得出一个结
论，即逼着孩子学习反而会使成绩
下降，还会引发心理问题。她建议

家长、老师做孩子的解压阀，不做
压力锅。

杨东平、李镇西、冯恩洪从更
深层的角度提出建议。杨东平认
为，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需要
实质性的顶层教育制度改革，才能
解决过重学业负担！如果不做根
本性的制度变革，不从宏观的设计
上去改变，要家长、学校在终端去
给孩子减负，那就很难减下来。他
建议，首先是要树立新的教育观、
学习观、学生观。以人为本，幸福
比成功更重要。其次要实行做减
法的素质教育。他梳理了韩国、新
加坡等国外经验，建议一个方向是
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学时数，大
幅度降低教学难度、考试难度；另
外一个方向是推行小学的全科教
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他还建
议，应该适时地取消重点班、重点
校，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多
元化。李镇西同样认为，美好的教
育要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幸福和
发展。对此，他建议，第一，改革和
完善高考制度，为学生开辟多条人
生通道。第二，建议教师善于跟学
生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快乐和悲
伤，倾听他们的心灵。多搞活动多
谈心，营造一个好的关系、温馨的
氛围。第三，家长要接受孩子的平
凡，别逼着孩子出类拔萃（无论孩
子现在表现是好是坏，成绩是优是
劣，他的将来都不止 100 种可能），
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冯恩洪称，教
育强国不等于考试强国，给有差异
的学生提供能力相当的有差异的
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经过两天的深入交流与碰撞，
与会学者达成《青少年抑郁症防治
昆明共识》：重视学校专业队伍建
设，正确看待生命成长问题，更新
家长固有教育观念，采用客观公正
心理测评，实现社会医疗心理统
一，坚持多种方式对症治疗。

我们要把怎样的我们要把怎样的““人人””
奉献给未来的奉献给未来的 ？？中中国国
——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冯 丽 鲁维娜

□本报记者 孔祥娜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系列报道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系列报道

□
樊
未
晨

实
习
生

周
文
豪

自教育部等八部门印
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的通知》后，2022年，
陕西各地一大批“公参民”
学校改制曾引起社会高度
关注和热议。今年 9 月，当
时实施“改制”的学校已迎
来了又一届新生，各地校的
招生情况差别较大。招生
情况历来被社会视为衡量
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标
尺”。为此，记者到招生依
旧火爆的陕西省韩城市桢
州学校（以下简称“桢州学
校”），实地了解学校转公
后，以创建新机制公办学校
来实现高质量“转公”后的

“软着陆”，续写韩城“品质
教育”新篇章的探索实践和
成功经验。

论坛现场论坛现场

论坛圆桌对话环节论坛圆桌对话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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桢州学校小学部六桢州学校小学部六（（11））班在上美术课班在上美术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