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大咖现场求拜师
称赞“那个人，那座山，那条路”

新书首发式后举行思想研
讨会，众人对吴颖民校长的教育
思想和实践的赞许及感恩更是
达到高潮。有校长谈及吴颖民
对他们教育人生的影响和引领
更是几度哽咽。华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王红
现场表达自己对吴校的崇敬之
情后，恳请大家见证让吴校收
其为徒。王红深情地说，吴颖

民在她心目中，就是“那个人，
那座山，那条路”：“那个人，就
是吴校身上那种人格魅力，他
总是在润物细无声中不知不觉
地影响和感化你；那座山，代表
了吴校的高度，他对于我个人的
职业成长生涯来说，就是撑起了
我的那座山；那条路，是通向远
方的路，他用他的教育思想和人
格魅力，用他的高度，为无数人

铺设了道路，也为无数人打开了
走向远方的一条道路。”

新书发布会成教育界“追星”现场
教育大咖从外地“打飞的”前来

羊城晚报：彭校，您判断一
下，“双减”政策下，你们学校
的学生家长会不会觉得学校作
业不够，还要在外面“加餐”？

彭娅：家长理念的转变和具
体做法的转变肯定需要一个过
程，我们会不断跟家长沟通，缓
解他们的焦虑，同时，我们也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服家长。

我们学校到底是如何做
好“减负、提质、增效”的？我
们使出了“精准备课、高效课
堂、优化作业”这三招。

“精准备课”，除了要求每
一位老师向课堂 40分钟要效
率外，我们的老师还每天集体
备课 10 分钟，每天下午快放
学时，同年级、同学科的老师
集中在一起备课，大家一起说
一下第二天的教学内容，需要
注意哪些问题。

“优化作业”，学校要做的
是严抓老师的专业素质和专
业发展，我们要求老师的大脑
里要有一个题库，然后组织成

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练习分
层推送给孩子，这样孩子就可
以少做很多无效的题目。

羊城晚报：方院长，从广州
市教研院的角度看，如何引导学
校老师提高课堂质量呢？

方晓波：首先，老师要重视
教学研究，教研是教师职业生
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双减”
下，我们更提倡老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去研究如何高效、科学
地把教学和作业设计完成好。

其次，教研机构也在帮助学
校和老师作深入的关于提高质
量的系列研究。比如改变过去
的唯考试、唯分数的评价体系。

再次，要探索一些基本的学
习方法的改变。比如我们与黄
埔区合办的广州实验中学，在三
级课程体系下，我们尤其强调重
视阅读和运动。有教育专家说：
学校的图书馆和运动场是送给
孩子们最好的两个礼物。此外，
我们还倡导义务教育阶段的学
生要重视探索实践和实验。

3 精准备课，高效课堂，优化作业
老师重视教研，探索改变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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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如
何优化作业设计？只
是做学校的作业，孩子
吃得饱吗？城市里和
乡村里的学校如何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培
养？最根本的考试和
评价改革会有怎样的
变化？……

在羊城晚报社、华
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学部、省级中小学教师
发展中心指导下，由课
外喵特约，广东省中小
学校长联合会与羊城
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联合策划推出《“双减”
大家谈》系列访谈节
目。本期“双减”大家
谈，三位嘉宾分别从教
研院的专业研究、城乡
学校代表具体的落实
举措为大家解读。

吴颖民新书首发式，众教育人士深情表白谢师恩并高度评价——

吴颖民：新时代的“大先生”，有智慧的教育家大先生、大国良师、大
教育家……9月 12日，“行
思悟道 立己达人——吴
颖民新书首发式暨教育思
想研讨会”举行。

群贤毕至，高朋满座，
在教育思想以及实践上受
到吴颖民校长极大影响和
指导的教育界人士齐聚一
堂，祝贺新书面世，高度评
价了吴颖民校长的教育人
生，同时分享了他们对此
书及吴颖民校长教育思想
的深刻见解。

吴颖民是“中国当代教育名
家”、“建国六十年对中国教育有
突出贡献者 60 年 60 人”荣誉获
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是广东教育界的泰斗也是中国基
础教育的引路人。《行思悟道 立
己达人——我的教育人生》是他
的第一部自传体的个人专著。

9月10日教师节当天，《羊城
晚报》刊登了整版独家专访吴颖

民的报道，同时还连续三天推出
了访谈的短视频，引起了教育界
的极大反响，不少教育界人士纷
纷称赞这是送给老师们最好的教
师节礼物。新书首发式当天，广
东教育学会会长李学明带着专访
的版面来到现场，称赞报道非常
精彩，也有不少校长表示看完访
谈视频很清晰地掌握了吴颖民校
长的育人思想和教育初心。

新书发布会现场俨然成一
“追星”现场，不少教育大咖专程
从外地“打飞的”前来，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刘良华、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胡小勇
为了参加此次研讨会，分别从上
海和北京漏夜“打飞的”赶过来。
现场等待吴校长签名赠书的校长
老师们更是排起长龙，拿到书的
如获至宝。

文/何宁 陈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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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
会现场视频以
及更多教育人
士对吴颖民教育
思想的评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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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归作业过程训练根本功能
试点实验四种优化作业设计成果

羊城晚报：刚才大家也谈
到了，减少课外补习和减少教
辅资料是作业减负的一个核
心，如果只是做学校布置的作
业，学生吃得饱吗？

方晓波：“双减”是国家的
一个大政策，随着“双减”，未
来的考试和评价相应地也会
作出大的调整。

家长担心的作业少了是不
是会影响成绩和升学？我觉得
不用过多担忧，教育部门会在考
试评价改革上做出切实的一步。

首先，我们减的是作业异化
的那一部分。所谓作业的异化，
就是把作业等于考试题，然后考
试又好像能够通过刷题、做练习
和作业获得分数。今后，“通过
重复性、机械化、盲目地用量来
体现的作业能够得分和升学”这
样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教辅材料和教材匹
配在一起提升质量，是中国基
础教育阶段某一个时代阶段的
产物，在那个阶段确实对提升
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教辅资
料也内卷成了考试题的训练，
这样的教辅资料大可不必。当
然好的、精选的作业集还是有
必要的。“双减”下，广州市教
研院对于优化作业设计也有一
些研究的初步成果，以下这四
点成果，正在广州实验中学初

一级实验。我们给广州市的学
校主要提了四个方面的认知：

第一，要注重作业的过程
性设计，反对用终结性的试题
来代替作业。

第二，弹性化地设计各科作
业，要分层分级，做到弹性选做。

第三，分解型的设计。为
什么要分解各科作业？因为它
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不
是考试的一部分。所以要分解
单元、分解课例、分解知识点，
细化进行作业设计，分解完了
的练习，是为了巩固、深化和拓
展已经学过的知识，向高阶思
维转化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作
业的分解型设计，本身就是减
负，因为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学
生是不断地成功，而不是失败。

第四，多一些情境类作业
的设计。所谓情境类作业，作
业的和考试的目的都不是为了
书本的知识，而是要解决实际
的问题。所以作业也要通过设
置问题情境，让孩子们在解决学
习到的知识以后，在加以应用的
环节获得提高。所以情境性的
作业设计将来会在孩子整体作
业比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所以，从长远来看，减少
作业的量并不会影响孩子的
成绩，而相反，会获得各种各
样评价的好处，整个教育生态
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双减”大家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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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如何以“双减”
为教学改革契机，满足学生的
个性化培养？

方晓波：很多家长可能会有
这样的误区，以为课外机构的培
训就是个性化的培养，学校是班级
集中授课，就不是个性化培养。这
对教育的本质理解是错误的。

首先，学校教育符合教育
规律，更是一种因材施教、分
层教学、多元化培养孩子的教
育过程。所以请社会和家长
放心，把孩子放到学校里接受
系统的教育，一定是因材施教
和个性化发展的。

其次，教育是一个矢量，有
方向，也有能量。“双减”是要减
掉学生没有效率的学习、作业
和培训。所以即使是“一对一”
的教育，如果它的教育方向错
了，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本意。

彭娅：如果说个性化教育
要靠培训机构来完成，我觉得
这完全是对我们学校实施素
质教育最大的否定。

早在20多年前，我们所有
的基础教育阶段就不搞应试
教育了，我们提出的是素质教
育。比如我们学校除了国家规
定的课程外，还有不少校本课
程，有课程超市，四、五、六三个
年级的学生每年可以自由选择
一门或多门艺术和体育类课程
来学习。“双减”之前，我们下午
就已经开设了“430”课后托管
课程，有 100多门素质类课程

供孩子们自由选择，充分满足
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我觉得孩子共性和个性
的成长，是整个大教育理念，
应该在学校课程和国家课程
的基础上来完成，而不是靠其
他的教育体系来弥补，学校才
是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地方。

周少伟：很多家长都认为，
课外培训机构是个性化教育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但实际
上，如果真正走进学校，我们会
发现，个性化的教育是这样的：

第一、孩子是在群体生活中
不断发现他人、发现自我和发现
世界，只有这样的“发现”走完了
一个路径后，孩子才可能发现自
己个性化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第二，学校除了国家课
程，还有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供孩子们选择和学习，而我们
这样的乡镇学校还利用自己
得天独厚的资源开发了一些
特色课程，比如我们依托乡土
的文化来弥补原本乡村在体
育和艺术这一板块资源的不
足。与此同时，我们还依托自
然资源——山和水，作为学生
个性化课程中培育的一部分。

在“双减”之前，不少学校
就在积极探索个性化教学，并
且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建设
特色学校。如今“双减”政策
下，我们的学校需要站出来跟
家长说清楚，学校其实一直在
做个性化的教育。

教育是一个矢量
孩子共性和个性的成长，是整个大教育理念1

图/视觉中国

策划/统筹 陈晓璇 文/何宁

羊城晚报：我们发现，教育的
焦虑核心在家长。给孩子减压关
键要给家长减压，学校将如何引
导家长，在家校共育上下功夫？

彭娅：“双减”之后，家长
最担心的是孩子作业的量减
了，成绩会不会受影响？所以
一开学，我们就告诉家长，“双
减”减掉的是孩子过重的负担，
但是我们学校要提高质量，这
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也请
家长对学校有足够的信任。以
往孩子们的负担太重了，他们每
天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各补习机
构，第二天回到学校上课，很多
孩子精神不佳，注意力不集中，
有些孩子在校外提前学了，在学
校课堂上就不听讲了。这些其
实都严重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
学。如果把孩子那些负担减掉，
那么学校的教学就常态化了。

其实并非因为“双减”我们

才去思考减轻孩子负担的问题，
我们一直以来总是反复跟家长
强调，一定不要盲目给孩子报过
多的学科类补习班，这样一定会
适得其反。家长应该放心地把孩
子交给学校，学校的老师是经过正
规培养和培训的，国家花了很大力
气、很多资源和经费去培养学校的
专业教师，不管是教学水平还是读
懂学生，他们都是最专业的。

但是家长明知道学校老
师都很专业，为什么还让孩子
报这么多课外培训班呢？主
要是“剧场效应”，那就是别人
都在课外补习了，我的孩子不
补习就吃亏了。还有就是“囚
徒困境”，别人都学了，别人学
得更多，那我就学得少了。

我坚信“双减”下，会突出
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这样
才能真正减轻孩子的负担，提
高学习的质量。

家长盲目报班会适得其反
焦虑是因“剧场效应”和“囚徒困境”作怪2

羊城晚报：确实，只有评价机
制多元化了，才能根本缓解家长
的焦虑。那在你们的心目中，理
想的考试和评价会是什么样的呢？

周少伟：我们实施的很多教
育实践，是要让孩子们在学校里
找到他们为之着迷的兴趣爱好，
找到他们存在的价值，让他们通
过课堂去打开那一扇通往世界的
大门，能够与世界热情地拥抱。

我理想中的考试应该对孩
子的评价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
对学科成绩的评价，它可能涉及
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中的每一个

方面，而每一个孩子对自己
成功的定义是可以自我
定义的，每个人都能够

找到自己的价值，这

是最重要的。并且孩子们愿意
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追求、去奋
斗、去努力。我觉得这才是教育
最好的一个样态。

对家长来说，最好的样态就
是好的学校到底在哪里？我觉得
最好的学校就是最近的学校。
所以对于乡镇来说，就是要让好
教育扎根乡村，让好教育回家。

彭娅：考试是对孩子评价
的其中一种方式，我们教育工
作者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
考试和评价能更加多元，给孩
子更多的评价机制，这样才能
促进孩子全面的发展。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个体，我们希望孩子的个性特
长能够得到认可，能够呵护好

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学
习兴趣，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

教育不是培养听话的孩子，而
是培养有独立思想的人，这需要学
校、家庭和社会一起共同来完成。

我觉得小学阶段，家长不
要太看重孩子的成绩，当孩子
的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学习习
惯和学习方法都好了之后，孩
子到了高中，真的会后劲很足，
一定会有“不为分数，赢得分
数”的结果。家长要相信我们
的教育理念，相信国家的教育
政策，相信我们的教育方法，配
合好学校，孩子一定不会差的。

方晓波：我们也是从家长经历
过来的，我想给家长提几点建议：

第一，我觉得任何的教育

改革和评价改革都要围绕义务
教育本身的特质，围绕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来考虑的。

第二，关于考试和教育评
价改革，其实整个教育系统早
就开始行动了，大家可以看一
看近些年的高考改革，其实高
考试题围绕情境化设计的题目
几年前就开始了，各个城市的
中考改革也是风向标和指挥
棒，也在作出有力的回应。

第三，我相信未来的人才
选拔机制会向科技创新、身心
健康、品德高尚这样的维度去
倾斜。我相信这条路、这个方
向和达成这个目标的时间，都
会令我们有所期待。

追求“不为分数，赢得分数”的结果
考试和教育评价改革、人才选拔机制都在改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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