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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玮谈到的反脆弱关乎社
会与情感能力。其实，关于社会
与情感能力如何对学生产生影
响和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如
何培养，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开
展了相关调查。

调查显示，社会与情感能
力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但
教育系统对培养实践尚未给予
足够重视。好奇心、责任感、
毅力对学业成绩具有最积极的
影响，而抗压力、情绪控制能
力和交往能力更多的与主观幸
福感、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我
国学生的抗压力、情绪控制能
力相对偏低。调查还显示，学
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同学校、家
庭、社会等环境因素相关联，
学校归属感更强、与老师关系
更好的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
更强。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学校有社会与情感能
力培养方面的办学理念和内容

要求，但有系统规划的和设置
相关课程进行培养的都仅为一
部分。

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
培养的课程教学实践不系统。
调查发现，学校的课程教学依
然是学科知识学习占据绝对的
主导地位，与系统的知识教学
相比，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
举措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学生
能力的培养尚未在德智体美劳
五育课程间实现有机融合，少
有区域或学校设置社会与情感
能力培养的专门课程，而课程
的设置与缺乏可参照的科学的
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标准有很
大关系。

调查还显示，教师在培养学
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上的专业发
展不充分。一方面是教师自身
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不
足，这会造成教学焦虑、压抑自
己、漠视学生和职业倦怠等问

题；另一方面，教师针对社会与
情感能力培养的教学实践技能
欠缺。

戴立益指出，“分数更重
要”的评价导向使得学生能力
发展不均衡。一方面，当前，

“唯分数”“唯升学”依然是大多
数教师和家长的首选，在调查
中，关于“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
导向影响了学生能力全面发展”
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部分教师的
认可。通过访谈发现，现实中不
是教师、家长不重视学生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是在考试升学面前
只能服从“分数更重要”的“引
领”，这也就使得社会与情感能
力培养的根基不稳。另一方面，
教育系统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
力的评价重视度较低，仅有少部
分中学尝试关注学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方面的评估，能科学实
施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学校
少之又少。

推进中小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戴立益开出四道“处方”

“社会与情感能
力在促进人适应社会
快速发展、获得事业
成功和人生幸福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它是
可培养的，但在学校
教育中未得到足够重
视，培养体系和路径
也不完善。”当关注到
这一问题后，全国政
协委员、华东师范大
学副校长戴立益即将
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一
份提案，建议深入推
进中小学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培养。

针对这一问题，
他 开 出 了 四 道“ 处
方”，分别是：明确社
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
重要价值和实施要
求；推进社会与情感
能力培养的课程建
构；重视职前和在职
教师自身能力及教学
技能的拓展；推动社
会与情感能力评估融
入政策、实践和评价
体系。

戴立益委员的提
案得到了全国政协委
员倪闽景的回应。“考
上大学其实不是学生
们努力的最终目的，
一个人在职场上是否
会成功，往往取决于
其是否具备专注力、
人际沟通能力、碰到
困难不放弃的韧性等
品格。”倪闽景认为。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倪闽景委员：

教师也应该
走出“象牙塔”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

馆长倪闽景认为，学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的培养用简单的应试教

育的课程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更

多的平台和趣味性的课程让学

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

如戏剧课，在演绎的过程中，洞

悉人际互动的密码。“我认为，社

会情感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在社

会上形成的。所以我们鼓励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做志愿者等，

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当然，学校

也是一个小社会。通过运动会，

班级与班级之间联谊等方式也

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能力。”

对于戴立益委员提案中提

到的“教师在培养学生社会与情

感能力上的专业发展不充分”的

现状，倪闽景深表认同，他建议，

教师也应该走出“象牙塔”，增加

和社会的关联性。

倪闽景认为，一个人在职场

上成为成功的人，取决于三大密

码，分别是专注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韧性。“努力考上好的大学

不是目标。哪怕我最后没考上

好的大学，有了这三条，未来在

工作岗位上也会比较出色。”

戴立益委员：

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
培养的课程建构

“现阶段，深入推进中小学生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应该是特

别紧迫的工作，需要顶层设计、系

统推进。”戴立益建议，首当其冲

的就是应将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

纳入我国的教育政策话语体系。

探索制定框架标准，并促进其与

战略、政策计划和评价实践挂

钩。具体来说，包括制定中国特

色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框架内容，

制定不同层次、不同学段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发展标准。

他认为，要推进社会与情感

能力培养的课程建构，包括将社

会与情感能力融入“五育”学科课

程，开发各学科课程教学资源。

“我们还应该促进教师提升，

重视职前和在职教师自身能力及

教学技能的拓展。”戴立益建议：

首先，要为教师自身社会与情感

能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针

对职前教师培养，改革师范生培

养方案，设立社会与情感能力教

学技能必修课程；再次，完善教师

培训体系，系统性、专题化培养在职

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学技能。

他还建议，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发展要成为教育评价各领域改革

的重点关切，通过社会与情感能力的

科学测量与评估来支持最佳教学。

教育界颇有名气的“网红校
长”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万玮
日前在主题为“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的第十六届上海民进
教育论坛上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位点名
要见校长的家长，对方认为自己
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不
公正的待遇，觉得自己的孩子可
能被针对了。“我后来跟这位家
长讲了一个道理：我们的孩子将
来总要走上社会，我们要培养孩
子反脆弱的能力。《反脆弱》这本
书提到一个概念，如果把一个玻
璃杯扔在地上，这个玻璃杯就破

碎了，这叫脆弱。如果把橡胶球
扔在地上，这个橡胶球完好无
损，这叫坚固。如果把一个雪球
滚到雪地里，这个雪球会越滚越
大，这叫反脆弱。”

万玮认为，很多家长把教育
和生活割裂开来，他们会跟孩子
们说，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别的事
情统统不用管。平时连小朋友看
闲书都不允许。但生活不是从孩
子离开学校才开始，儿童和青少
年时期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本身就
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教育就是
生长，生长就是生活。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

题——现在的孩子最缺什么？
有这么一句回答点赞数非常高：
从来没人教你友谊破裂、家庭不
和睦、感情受挫、亲人离世、宠物
生病、遇到创伤、被欺凌、抑郁焦
虑、孤独、寂寞、压力大时该怎么
办？不愁吃穿，满黑板的公式和
文字，知道发烧了吃药，成绩差
了恶补，唯独没有人把你的情感
生存当回事。生活需要的技能
学校不教，学校里反复练习的，
到了社会上根本没用。”万玮觉
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援引
了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生活即
教育、社会即学校。

家长抱怨孩子被针对，校长提出“反脆弱”

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案例

调查显示

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应该全面发展。 青年报资料图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戴立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