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6
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今日金评

快速收心激活动力 迎接新的开学季

每当开学季，都会出现似曾
相识的一幕：家长因检查孩子假
期作业完成情况、强令孩子改变
作息时间以及没收手机不让孩子
玩游戏等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
致使孩子产生不良情绪甚至厌学
心理，导致或大或小的心理危机，
影响开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今年的开学季情况特殊，问
题可能会更加突出。上学期末，
随着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学校
提早放寒假，期末考试推迟到新
学期的开学初，假期时间长，学
生沉迷游戏久或者外出游玩多
了更不容易收心；再者寒假作业
比往年多，很多学生来不及做，
这样，因作业检查、电子产品管
控等问题导致的心理问题会更
加突出，极易使中小学生产生焦
躁或抑郁情绪，心理危机各种高
风险因素也会在开学前后叠加
爆发。

为此，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
指导中心的老师们专门整理了
这份《收心指南》，指导学生怎样
收心，提醒家长采取合理的亲子
教育帮助孩子收心，很贴心，很
管用。在此，笔者想从学校和教
师这块做点补充。

鉴于今年开学季一些学生
是带着负面情绪甚至是心理问
题即“心理疫情”迈入学校大门，

学校应该及早制定应对“处方”。
首先是组建由心理老师牵头的
心理辅导团队（包括科任教师
和班主任），摸清学生的心理
动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做好
一对一结对帮扶工作；其
次是通过课程设置，像杭
州 市 景 成 实 验 学 校 那
样，由学校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设计《我的情绪
我做主》系列课程，引导
学生“说出来”“写出来”

“画出来”“唱/喊出来”，
通过情绪调节，减少负面
情绪对学生的影响；再次
是给期末考试“减压”，
不要制造期末考试
的紧张气氛，降低
期末考试成绩在
学业评比中的权
重 ，减 轻 学 生
的精神负担，
让学生以一
颗平常心去
对 待 期 末
考 ，顺 利 地
过渡到新学
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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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成长，需要学校、家庭、社
会形成完善的协同育人机制，才能形
成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在这三者之中，学校发挥着主导
作用，是育人机制的“主角”，对孩子
的成长至关重要。

（本报今日A06版）
之所以说学校是协同育人机制

的“主角”，是因为学校是专门的教育
机构，对孩子的影响极大。不仅如此，
学校还要指导和引导家庭主动尽责，
形成家校合力。学校还需要积极对接
社会，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协同育人
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如何在这些方
面发力，是学校需要深层次思考的问
题。

要形成协同育人机制，学校不仅
要注重在校期间对学生的教育，还要
关注孩子校外期间的教育。其中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认真落实家访等制
度。家访是深入、全面了解学生的重
要途径，必须坚持。所以，学校不仅要
要求教师实地家访，还要为老师家访
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对于不少老师来
说，也有家庭和孩子，也需要承担家
庭责任。在这样的现实下，学校应该
允许和鼓励老师利用上班时间进行
家访，把教师家访作为上班工作内容
的一部分予以重视。

对许多家长来说，他们虽有家庭
教育的热情，但很多是缺乏家庭教育
经验的。要发挥协同育人机制的作
用，学校就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给
予家长正确的教育理念引导，指导家
长掌握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学校
要办好家长学校，认真听取家庭的呼
声和建议，把其作为家校沟通的重要
途径，作为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
大课堂。

一些学校担心社会是个大染缸，
会影响对学生的教育成效，尽量避免
学生与社会的接触。这样的做法并不
可取，孩子们不仅现在受社会的影响，
将来最终也是要走向社会的。协同育
人机制是要形成合力，但并不是要把
学生封锁在一个闭环之内，这是不现
实的。学校要主动与更多的行业、部
门、单位联合，拓展校外教育空间，让
孩子们在更广阔的环境里接受教育，
了解社会、接受熏陶，促进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对于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丑陋
现象，要引导孩子提高辨析能力，正确
对待，这样才能产生免疫功能。

学生是学校的“产品”，但这“产
品”是不同于其他“产品”的，不仅要
让其现在有效，还要努力保障其长久
有效。形成协同育人机制的作用，就
是要不断提高这独特“产品”的有效
期，为社会和国家输送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 关育兵

杭州中考新政
推进教育均衡化的有益尝试

近日，杭州市教育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区普通
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和《关于进一步
规范完善杭州市区中考项目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最受家长
们关注的是分配生新政，有几个
重大调整。

（2月2日 小时新闻）

中考新政下，重回“一考定
成败”。

杭州中考政策之所以要作
出重大调整，首先是要废除与教
育部文件规定相抵触的内容，其
次是由于原有的分配生评价方
式或多或少存在着学生成绩以
外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更好完
善分配生招生办法，以提高透明
度，保障教育公平。

教育部明确规定 ，除中考
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
功能；除中考外不得组织任何与
升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这就是
杭州中考重回“一考定成败”的
政策依据。教育部还规定，竞赛

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
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因此，占
比 5%的综合素质评价得分不再
保留，从宏观层面来说同样符合
教育部的相关规定。

分配生招生录取的操作办
法，由现行的“招生名额分配到
初中学校、初中学校等额推荐、
高中学校按不低于95%的比例录
取”的方式，调整为“招生名额分
配到初中学校、考生填报分配生
志愿、高中学校按平行志愿录
取”的方式。由于不再由学校推
荐，而是以中考成绩作为校内分
配生的排序依据，按平行志愿投
档录取的方式进行录取，这样一
来，人为因素的色彩淡薄多了，
而考生有了更多的主动权，有助
于释放学生的创造力，缓解家长
和学生对社会上日益激烈的争
夺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情绪，更
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益。

施行中考新政后，大部分家
长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分配生
制度更公平了。大家凭本事公平
竞争，升学通道相对来说更加公

正，考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利，不管怎么说总要好过掺杂了
人为因素的“学校推荐”，能够平
息饱受家长批评的“存在不透明
不公正现象”。同时，考生不必因
为自己没有少数民族、海外关系
等加分项目而产生低人一等思
想，有网友呼吁“这样的政策建
议全国推广”！也不需要为了得
到 5%的综合素质评价得分而四
处奔波，去各地参加让人眼花缭
乱的竞赛，松绑、减压效果明显
体现。用学生家长的话来表述，
就是“以后不用‘卷’素质分了”。

在优质的教育资源稀缺的现
实条件下，全社会更加关注教育
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多年来，有
关的中考招生政策一直在不断地
进行调整和改革，目的就是要尽
可能解决日益尖锐的教育资源不
平衡问题。作为推进教育均衡化
的一种有益尝试，杭州中考政策
的重大调整，是在更好地秉持公
平公正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完
善，有利于扩大教育资源均衡化，
减轻学生负担。 郑建钢

当好协同育人的“主角”

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
导中心的老师们整理了一份《收心指南》，分别从学生和家长两个角
度提出了几方面建议，帮助同学们快速收心，激活动力，迎接新挑战。

（2月5日甬上客户端）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