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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高校来信

“北京中考改革”从应试教学转素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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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博主在社交网络平
台分享一篇论文《她为什么换了导
师》。该分享获得过万点赞，涉及的
论文随之受到关注。该论文为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于2017年完成，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相关
专业2014级学生。论文中，作者以
访谈方式对话、还原、分析了一起
某高校研究生“换导师”事件。

（9月26日 澎湃新闻）

在流量社会，选题独特、新奇
的“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很容易吸
引注意力。在一些人看来，将“她为
什么换了导师”当成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显得有些突兀、另类。实际
上，这篇论文并非“娱乐至死”的产
物，而是观照现实的严肃学术成
果。

在有些人看来滑稽、荒诞甚至
被嗤之以鼻的选题，其实并非没有
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她为什么换
了导师”的生动、鲜活相比，论文的
副标题“一项导学关系的案例研
究”就不失规范、严谨。近年来，不
少高校教师包括知名学者都注重
个性化表达，有的以青年群体为研
究对象的知名学术期刊也发表了
一些选题特色鲜明、内容生动有趣
的高质量论文。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并非无关
紧要的小事；导学关系不仅关系到
学生的学业，也会影响学生的生活
状态乃至精神世界。导师和学生的
相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双方在
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矛
盾；少数学生和导师在“意义之网”
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导致导学之

间产生难以弥合的互动裂痕，让这
些学生萌生了“换导师”的想法。

不同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异质
性，当学生发现自己和导师不够合
拍，“换导师”是一种正当的权利。
在导师难以改变和调适自己的格
局下，学生在遵循相应规则和程序
的基础上，进行以退为进的“换导
师”，显然无可非议。“她为什么换
了导师”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也
具有人文关怀；那些渴望“换导师”
的学生，需要被倾听、被看见、被重
视。

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止步于
“博眼球”，而是注重对现象背后的
理论意蕴和运作逻辑进行鞭辟入

里的分析和深入浅出的阐释。“她
为什么换了导师”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出当下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短
板与不足；只有少一些蜻蜓点水的

“浅阅读”，多一些关注现实的问题
意识，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以致
用、理论方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杨朝清

中招录取计分科目减少至6
门，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成绩
以等级呈现，道德与法治笔试由闭
卷调整为开卷，道德与法治科目

“综合素质评价”、物理科目“实验
操作”计入中考成绩……近日，北
京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教委
主任李奕发布解读《关于深入推进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
施意见》。

（9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教育关系社会流动，是无数个
家庭心中“那道希望的光”。在普通
高中多样化发展不充分、部分县中
水平不高以及老百姓存在职普分
流焦虑的背景下，中考承载了万千
家庭厚重的期待。中考改革牵一发
而动全身，引发关注在所难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
实践的指南，“北京中考改革”的
总体思路是“大减法、小加法，多
渠道、新载体”。一方面，减少机械
性、重复性、低水平的考试内容和
形式，减轻学业负担；另一方面，
优化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
扭转“唯成绩”“唯分数”的单一、

片面评价标准，从应试教学转向
素养教学。此外，畅通多样化录取
路径和多元化升学途径，以纾解
教育焦虑。

坚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
“北京中考改革”闪烁着《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
亮光。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将考
试、考查、考核有机结合起来，实
现了分类评价。体育与健康分值
为 70 分，其中现场考试分值 30
分、过程性考核40分，做到了结果
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有机结合；

“综合素质评价”计入中考成绩，
体现了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导向；考查科目“史地化
生”成绩以等级呈现，目的是为了
扭转应试导向，突出实践属性。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物理在激发青少
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和促
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理与日常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中考计分科目只
考物理不考化学，说到底就是为了
涵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当接受过
良好物理教育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就有更多“源
头活水”，科技自立自强才会更有
志气、骨气、底气。

从八年级学生开始施行，为
“北京中考改革”提供了缓冲空间
和过渡地带，彰显了循序渐进、久
久为功的系统观念。毕竟，中考改
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
而就。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孩子们
身心发育的特点，逐步转变简单以
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
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北京中考改
革”充分体现了教育评价改革的精
神内核，结合自身实际将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理念落实落地，很
可能会引发“鲶鱼效应”。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不论是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行动计划提出的“扩大优质高中教
育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
展”，还是新鲜出炉的“北京中考改
革”，都是为了共享教育公平、激发
教育活力、促进社会流动，都是为
了拨亮教育这盏希望之灯，让它照
亮和温暖更多学子前行的道路。

黄慧

为以“薪火”为题的
这次德育实践叫好

“哇，这个火炬的设计太漂亮
啦！”“这是我们前湾新区方太集团
自主研发的，太厉害了！”“这个火
炬是什么材质的呀？”为了解除孩
子们心中的疑惑，9月26日，宁波
前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组织孩
子们走进“海娃踏浪”德育实践基
地方太集团，与“薪火”设计者之
一、杭州站第23棒亚运火炬手张
樱栋来了一场科学对话，解开了其
中的奥秘。 （9月26日甬派）

这是一次成功的德育实践。
学校抓住亚运这一热点，利用

将德育实践基地建在方太集团的
优势，组织了这次德育实践，很好
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科学
探索欲望。而且学校找对了人，张
樱栋既是“薪火”设计者之一，又是
杭州站第 23 棒亚运火炬手（从视
频中获知，他还挺能说，具备教师
的素质），非常熟悉火炬的结构和
性能，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科学原
理和技术问题说清楚了，学生们正
在热烈讨论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次德育实践将会给孩子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意义正如校长
黄雄英所说：“此次活动是学校德
育实践的又一突破。”黄校长的“希
望”也就是学校组织这次活动的初
衷和目的，即激发孩子们爱科学、
懂科学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的
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为他们的成
长赋能。

我非常认同黄校长的看法。长
期以来，中小学德育存在一大弊
病，即德育与实践脱节，脱离了学
生的身心发展实际和生活实际，因
而无法内化为他们的道德自觉，严
重影响到德育的实效性。

学校组织的这次德育实践好
就好在，一改过去空洞说教的老毛
病，适时贴合了亚运热点，将孩子
们关心的讨论话题作为这次德育
实践的课程内容，然后聘请了一位
好老师——张樱栋，采用你问我答
的授课方式，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既
妙趣横生又富含科学知识的德育
实践课，从授课内容到授课方式都
有了大幅度创新，让孩子们收获满
满。

德育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德育
必须贴近学生的身心实际，德育内
容必须是学生所关心的、感兴趣
的，德育的手段和方式不能一成不
变，必须摒弃空洞说教的传统教
法，变学生被动地接受条文律令的
灌输方式为主动地去寻求德育答
案的实践方式，就像宁波前湾新区
世纪城实验小学正在做的那样。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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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关系
也要与时俱进

漫画：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