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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恭喜你获得‘创新之星’”“我

下次一定要兑换一个黄色手环”“我

在 302 班，‘乐学善学之星’中午可

以到我们班来找我一起参加阅读小

讲坛”……

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学校40平方

米的“星耀童年小铺”里人头攒动，执

掌本周综合素质评价的“大掌柜”盖

章、发手环、填写记录表，忙得不亦乐

乎。“柜台”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

是前来兑换综合素质评价能量值的

学生。大家根据自己本月积累的能

量值，自主申报奖项，自行兑换手环

或奖励。学生自主“经营”着“小铺”，

好不热闹。

“星耀童年”是郑州市创新实验

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自建

校以来，学校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经

历了多次迭代。

起初，学校分解“三心三力”（爱

国心、责任心、同理心、学习力、理解

力、创造力）育人目标，制定年段行为

标准，通过教师、家长、同伴“扫码积

分”的方式，推动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这种评价侧重“他评”，“扫

码积分”受工具限制，家校对接过于

烦琐。

随后，学校将“三心三力”与“五

育”整合，确定本学段最重要的培养

目标（行为习惯、道德品质、能力素养

等），研制学生综合素质成长手册。

这种写实记录式评价以“日记录”“周

总结”“月评价”“期表彰”的流程开展

评价，有利于学生养成自我反思的习

惯，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由原来

的评价“标准统一”走向“标准多维”

（学段目标和个性目标），评价“主体

单一”走向“主体多元”（强化自我评

价），评价“结果唯一”走向“结果多

向”（达到“自定义”标准即可，侧重自

我改进与提升）。

“自定”标准：引导自我教育

一次综合素质评价研讨时，六年

级一位班主任提出建议：“身心健康”领

域中“生活有秩序、作息有规律”的目

标，在“行为表现”要求中的描述是“室

内不喧哗，走廊上不追逐打闹”，这一条

更适用于中低学段学生，可以让六年级

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有挑战性的

目标，如有的学生面对手机缺乏自控能

力，有的学生不会整理导致房间一片狼

藉，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目标制定契

合自身发展的行为标准。

于是，我们确定了行为标准“自

定义”原则。新学期第一周，每个学

生在教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开展自我

分析和自我规划。这个过程是学生

自我矫正的过程，消减了“被”评价、

“单”赛道的压迫感，强化学生自我认

知、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意识。

评价主体“1+N”：鼓励合作共生

“老师 ，我不想待在这个小组

了。”“为什么？”“组长说我每天的‘星

耀童年能量值’总是最低，拖了他们

后腿。”“那你想怎么做？”“我一个人

一个组，自己给自己评……”

一位班主任在会上分享了与某

学生的对话。这引发了热议：谁来

评，如何评才能最大化地激发内驱

力？大家研讨确定：采用“1+N”评

价，自评（1）为主，他评（N）为辅。

一是自主评价。每日夕会，每名

学生根据“月目标”中的“自我行为描

述”开展自评与分析，逐步学会自我

诊断、自我反思、自我改进。

二是同伴观察。组内交流，组员

相互点评，就同伴自评与分析发表看

法。自我评价的同时也能接受他人监

督，学会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促使

学生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自我。

三是全班分享。班级交流并点

赞典型行为、关键事件、进步小组、积

极个人，这主要是发展学生的“利他”

意识，在合作、欣赏的文化中体验“共

生”的价值。

“单项+综合”：实现评价增值

没多久，“星耀童年小铺”荣登

“最喜欢的校园场所”之首，小小的柜

台成为每个孩子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的高光舞台；“公共道德之星”“理想

信念之星”“责任担当之星”“乐学善

学之星”“国际理解之星”“开拓创新

之星”指向6项核心素养，以6种不同

颜色的手环呈现6种奖项荣誉；“创新

之星”是校级终极荣誉，单项奖励和

终极荣誉均无名额限制，无须竞争淘

汰对手，只要达到自定标准和学段发

展目标即可到“星耀童年小铺”兑换

相应奖项。兑奖时间、获奖类别、担

任“掌柜”等事宜均由学生自主确定，

申报兑换成功后，还能获得海报宣传

和集会演讲等展示机会。

“小铺”开张后，学生不再因为奖

项“满额”而遗憾，也不会因为“竞争”

激烈而排斥优秀同伴。相反，大家看

到了更多“同手环”的优秀同伴，涌现

出更多“下个月我要获得某手环”的

目标，出现了更多发掘自己、引领同

伴的相约共赴，实现了评价增值。

评价是一扇“门”。门外有无数条

满是鲜花和阳光的小路伸向远方，学

生打开这扇门，就踏进了一个“共生

场”——他们一定会欣喜地选择一条

适合自己的路结伴前行。因此，着眼

于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不要让综合

素质评价变成一架博弈登顶的梯，而

要成为一扇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竞合

共生的门。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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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结伴前行
□ 汪 秀

你到过热带雨林吗？你见过原

始森林吗？那里有峰峦叠嶂的浩

瀚，有遮天蔽日的苍茫，有直插云天

的雄伟，也有郁郁葱葱的植被、密密

匝匝的野花，还有许多栖息其间的

飞虫鸟兽。在森林里，每一种生物

无论强弱，每一个生命不管大小，都

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空间，各得其所，

各美其美。

办学，也可以有一种“森林思

维”。“森林思维”摒弃的是优胜劣汰

的丛林法则，不再是你上我下、你优

我劣、你有我无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丛林世界。“森林思维”追求的是共

生共建、共享共荣、抱团生长、相互

依靠。

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班

主任杨艳称之为“牵着一只蜗牛散

步”。“他（某学生）能简单表达需

求，但口齿不清，不与同学交往，课

堂上一秒也坐不住，不停地摇动凳

子、敲打桌子，他习惯了在教室里

四处溜达，或猛地尖叫一声，或大

笑一阵，甚至给老师一个熊抱，把

课堂秩序搅得一团糟……开学不

到一周，我便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

投诉。”杨老师亲自带着这个“顽

童”“玩”够、“逛”遍，赋予他“探险”

的自由，帮助他克服“冲动”。4 年

时间，一路“牵”着他成长，不曾放

弃。2022年8月，学校举办的“新课

标新课堂培训会”上，这个班承担

了一节数学公开课的展示任务。

在 400 多名观课者的课堂上，“顽

童”4 次举手发言，虽然依旧口齿不

清，但是句句准确无误。正是因为

这一课，全校教师知道了一只“蜗

牛”的成长故事。

在学校这座“原始森林”里，这

样的“蜗牛”何其多？也正是这个故

事，让大家对“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看见孩子，成全生命”的教育哲学有

了深刻的共鸣。

“森林思维”让教育走向“看见”

和“成全”，给更多有个性或有缺陷

的孩子生命成长的阳光和雨露。

“更多发现”，看见人群中的每

一个个体。发现优秀的学生很简

单，但看见淹没在优秀光芒之下的

弱者却很难。正如我们总会先看见

大树和鲜花，却忽略了矮小的灌木

和待放的花苞一样。学校应给予更

多学生被“看见”的机会，为学生搭

建丰富的展示平台，开拓更多通向

成功的“道路”。学校不能只有学科

和考试，还要有非学科和才艺。我

校从 2022 年起，在学生评价中试行

一种“自主申报荣誉”式评价项目。

每学期末，学生可以在学业成绩之

外，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进行自主

申报，自设奖项。其申报需要经公

开自荐、展示成果、全班民主评议等

程序后由班主任授奖。这一“更多

发现”的机制，促成一些在学业上不

够优秀的孩子主动展示个性和优

势，像学业优秀的孩子一样拥有了

成长的获得感，而且引发了家长对

孩子更加全面的关注和个性化发展

的培养。

“释放空间”，激活育人系统中

的每一个要素。竞争之势有时不可

逆转，但竞争生态可以优化。人文

关怀、安全空间、支持机制等尤为关

键。因为竞争而产生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低龄化的心理健康危机扑面

而来。教育迫切需要建设温馨安全

的生态环境。2020 年起，我校针对

小孤独、小问题、小网迷儿童（简称

“三小儿童”）开展“点灯行动”，就困

境儿童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形成了

长效机制。

“阶梯评价”，成全不同阶段的

每一次努力。“森林思维”的本质是

关注生长，涵养每一个生命的全过

程，拓展生命的长宽高。关注点不

在于一个孩子是不是优秀，而在于

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成为优秀，在

于一个孩子是不是每天每月在进

步。因此，在评价上应少一点“定

性 ”的 标 签 ，多 一 点“ 量 变 ”的 观

察。我校对学生的“星级评价”很

有特点，一到六年级分别对应五

星、六星……直至十星，学生只要

“达标”即可获得基础星级，一些优

秀的学生则可提升星级评价。这

种评价机制看似“双重标准”，实则

能兼顾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分化

和优化“竞争赛道”，变过去的“恶

性竞争”为一种良性竞争。

“森林思维”下的学校是一种

“互为师友，彼此成全”的生态环境，

是“为生命而教，为生长而学”的生

命教育。只有当学校具有了润泽生

命的“小气候”，看见悲喜，看见需

求；看见兴趣，看见优势；看见成长，

看见差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

一座美好的“学校森林”。

真正有远见的教育，眼中一定

要有这样一片“森林”。

（作者系湖北省松滋市实验小

学校长）

有远见的教育，
眼中要有“森林”

□ 黄华斌

“教育要关注的是，如何调动并

实现人的潜能，如何使得内在灵性与

可能性充分地生成，换言之，教育是

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

识的堆积。”教育家雅思贝尔斯的这

段论述可谓经典，后半句还出现在我

们学校的一面墙上，以提醒我们充分

关注教育内容的选择，真切考量什么

样的内容能更好地将学生引向事物

的本源，来诠释“好的教育就是人的

教育，把人作为主体的教育，它也是

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

从这个维度审视校园生活中一些

涉及学生竞争式的评比机制，我们确

实不能漠视学生的处境与心灵，应该

多给他们一些爱的滋养和呵护。当

然，我也反对夸大“竞争”的另一面，好

像一旦“竞争”就会对学生造成伤害，

孩子可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脆弱，每

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自身“复原力”。

当然，我所期待的更好的教育，是

要给孩子创设一个友好的环境，让他们

在类似评比的过程中收获对自身的认

知，形成正向的“自尊感、能力感与个

性”，自信的同时也能控制和理解自己

的情绪，形成一个更好的“自我概念”。

事实上，那些真正对孩子造成伤

害的评比机制，都是因为对人的“控

制”，直接将结果的意志强加在过程

中。这种“控制”眼中无爱，评比的内

容与孩子的心灵没有交流，以至于发

生“恶性”竞争，把孩子“吞噬”，这是

一个严峻的问题。

“教育就是学习如何在周遭环境

中生存，并且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想起美国瑟谷学校对“教育的意义”

的阐述，这种“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的

态度对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启发。

在我们学校，经过两年迭代，从校

训“源于心·成于行”中提炼的“心行德

育”体系逐步形成，我们实施了以“心

行规”命名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简称

“心行规”），以此支持学生成长。“心行

规”就是心行德育体系下主要的过程

性评价工具，它将学生成长导向学校

的育人目标，让德育工作指向办学核

心价值——“源于心·成于行”。

在评价路径上，我们也尝试借助

技术记录学生的过程性和生成性材

料，并将其有组织地进行收集和管理，

最终实现对学生成长过程的记录和评

价。在此过程中，学校在每次开学仪

式上提炼发布本学期德育主题，2020

年的德育主题是“乐在其中”，2021年

的德育主题是“挑战自我”，2022年的

德育主题是“从这一刻出发”，通过主

题加强评价的指向性作用。

学校还推出“绿苑币”积分兑换奖

品体系，让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并举，

让过程乐趣与结果意义共生。在实施

过程中，“心行规”也会融合学校推出的

一系列德育课程，形成系列评价点。经

过6年时间，学生从“心行少年”慢慢成

长为“绿苑少年”，充分感受积极成长的

温度。

根据学生活动内容的区别，我们

还会设计颁发相应的“心行卡”（自成

卡、笃行卡和善学卡），心行卡积分累

计过程中形成短期的学生数据，学校

以此结合考评办法发放“绿苑币”。

与此相呼应的是每学期举办的多场

绿苑市集专场活动，学生可以用“绿

苑币”购买喜欢的奖品（图书、文具、

学校文创等），这也是每学期学生最

期待的活动。

“心行规”积累的是学生长期评价

数据。6年时间，各班级会陆续选出自

成少年、笃行少年、善学少年，这些学

生可以继续力争上游，争取“心行少

年”综合荣誉称号，获取参与学生最高

荣誉——“绿苑少年”的评选机会。

“心行规”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

德育活动的方法，助力学校生活更贴

近教育本质。虽然“心行规”全面覆

盖学生在校行为，但是我们一直在强

调评价要适度，“低竞争、低评价、低

管控”是我们追求的准则。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

两句悬挂在学校门口两侧的话是对

学校存在意义的回答。我们的愿景

是，在这里学习6年的每一个孩子，都

能从“天地人事”的此岸抵达“生命自

觉”的彼岸。通过“心行规”，我们帮

助孩子建立内在的秩序感，让他们学

会为自己负责而不仅是为集体负责，

让他们慢慢养成高度自信又能自我

约束的行为习惯和人格品质。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不是文化，不

是课程，不是教师，也不是校长，而是

教育本身。

（作者系浙江省苍南县第一实验

小学校长）

过程乐趣与结果意义共生
□ 张延银

思享汇
“评”与“比”是学校教育教学

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调动并实
现学生的潜能，而不是为了优胜
劣汰。因此，评比的过程应该更
加关注学生的处境与心灵，多给
他们一些爱的滋养和呵护，营造
一个持续的友好环境，让他们在
评 比 的 过 程 中 收 获 对 自 身 的 认
知，在与同伴的比较中形成正向
的“自我”概念。好的评比，应该
能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在同伴之
间构建竞合共生的关系。

“心行德育”体系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