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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教育的本质是促进
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
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社会与
情感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认知
能力，与认知能力互相作用，共
同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同时
更关乎幸福成长、支撑终身发
展。应抓紧研究和探索青少年
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本土经
验和实践路径。”今年两会，全国
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梅兵提交建议，希望加强青少
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促进
全面发展和幸福成长。

“情感转向”已成
全球教育改革方向
梅兵说，社会与情感能力是

人在实现目标、与他人合作及管
理情绪过程中所涉及的非认知方
面的“软技能”，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意志品质、思维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提高身
心发展水平，是发展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但目前来说，无论是
学校、社会还是家庭，对社会与情
感能力培养的认识都显不足，重
认知、重分数的思维还未完全扭

转，也缺少政策、制度方面的顶层
设计和系统实施。

与此同时，以通用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影
响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教育与人的发展同样面临巨大的
挑战和机遇。在知识和技能的获
得变得越来越容易、更新变得越
来越快速的情况下，包括责任感、
情绪调节、开放协作和交往等在
内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底层
素养”和“核心能力”，就显得更加
重要。

梅兵援引了一组数据：从国
际范围上看，近20年来“情感转
向”越来越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
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
CO）等国际组织以及很多国家，都
在政策和实践上大力推进社会与
情感能力培养。

当下，OECD继开展关注认知
能力的PISA测试后，启动了着眼
于促进青少年非认知领域发展的

“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SSES）项
目，首轮于2019年在9个国家10
个城市开展，2021年向社会公布
了测评结果。作为OECD唯一授权
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与苏州教育局
合作，参与了首轮测评。但就目前
国内总体情况来看，对青少年社会

与情感能力及其培养的相关研究
和实践尚处探索阶段，“点上”自主
开展多、“面上”有组织推动少，在
参与国际前沿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等方面也有待加强。

从SSES首轮测评结果看，大
多数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
力与学校归属感、师生关系呈显
著正相关；在学校有较强融入感
的学生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合
作、乐观和乐群能力，良好的师生
关系与较强的乐观、好奇心和成
就动机密切相关。“这些都意味着
学校、教师对青少年学生社会与
情感能力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
视的影响。”梅兵说。

建设一批试点学校
提升教师情感素养
为此，梅兵在此次两会提交

《关于加强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
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幸福成长
的建议》。

“要加强青少年社会与情感
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
定。”梅兵建议，将加强青少年社
会与情感能力培养作为国家级重
大课题，同时纳入国家层面相关
教育政策规划，融入相关课程标
准要求，根据不同地域间的发展

水平、区域特色和文化差异，因地
制宜制定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
同时，基于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
力发展规律的研究，研制面向不
同学段、类型学生的社会与情感
能力发展标准以及相关的监测与
评估指标，探索构建基于学生表
现性评估和赏识评估的评估体
系，关注学生的优势领域和成长
型思维。

同时，要发挥学校在社会与
情感能力培养上的“主阵地”作
用，不妨支持建设一批社会与情
感能力培养的试点校、“种子校”、
实验区，示范课程、资源库等，先
行先试，探索落地可行、可复制推
广的路径举措，梅兵支持建设大
中小学校、地方政府、研究机构、
社会组织等共享合作机制和平台
网络。

她介绍，华东师范大学于
2023年牵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
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千
校联盟”，首批已有各地近500所
学校加盟，旨在整合教育政策制
定者、教育研究者、专家以及基层
实践者等多方力量，形成社会与
情感能力教育共同体，并由此带
动社会和家庭相关意识和能力的
提升。

再者，要进一步“赋能”教师
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提升教
师情感素养。她建议，将社会与
情感能力培养纳入教师职前培
养、职后培训全过程，在教师专业
标准、教师对自身的社会与情感
能力发展、为学生社会与情感能
力发展提供支持的能力提升两
个方面，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各
级教育学院等多方资源，研究设
计和组织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
同时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国际、
国内相关前沿研究与实践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梅兵：加强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

青少年要茁壮成长更要幸福成长

梅兵 受访者供图

3月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
堂，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
幕。首位盲人全国人大代表王永
澄，拿到一份特别的政府工作报
告——

雪白的8K纸，环形装订，上
面有序排列着凹凸的盲文……

王永澄代表一边认真聆听报
告，一边用双手仔细摩挲着这份
更显厚重的文件，难掩激动之情。

这是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首
次亮相全国人大会议。

“看得见的幸福，摸得着的民
主。”指尖划过起伏的盲文，王永
澄感慨万千。

18岁因意外事故双目失明
后，王永澄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
成为盲人医疗按摩主任医师。他
举办盲人按摩培训班，创立福建
省海峡盲人按摩指导中心，免费
培养盲人按摩师6000多人，带动
更多盲人走上自立之路。

“在黑暗中行走，更明白光明
的可贵；我是盲人中的一员，更懂
得他们的渴求。”

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王永澄不断收到各地残疾人
朋友的诉求。他认真记录、深入
调研，形成代表建议，积极为这一
群体发声。

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一位盲人代
表，王永澄围绕盲人就业、教育、
无障碍环境建设等议题提交了4
份建议，其中一份是关于为随班
就读低视力学生出版大字版教材
的建议。

去年6月，他应邀列席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的针对不
同教育阶段，编写出版盲文版、低
视力版教学用书的建议，在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的立法过程中得到
采纳。

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会同教育部、国
家卫健委、国铁集团、中国残联4
家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派出工作
人员专程来到福州，上门送交了
全国人大代表工作中首次制作的
盲文版代表建议答复。

“收到盲文版答复件的时候，
我一遍遍抚摸着上面的盲文，心
里无比温暖。全过程、面对面、心

贴心、实打实，4份建议的答复过
程，让我感受到充分的民主。”王
永澄说，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
大残疾人的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体现了全国人大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支持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责
任与担当。

如今，政府工作报告等大会
文件同步推出盲文版，让王永澄
代表的履职路更加通畅。

盲文版大会文件由今年全国
人大会议秘书处首次设立的盲文
翻译小组制作。这一小组由中国
残联派出、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
编译校印骨干人员组成，其中有3

名盲人盲文专家。
“两会首次制作盲文版大会

文件，为盲人代表履职提供了更
好保障。”中国盲文出版社总编辑
沃淑萍告诉记者，去年12月，正
式接到为大会制作盲文版文件的
任务，她感到使命光荣、意义重
大。这一新举措，既是对去年9
月1日起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的积极践行，更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体现。

“在盲文翻译工作中，我们与
王永澄代表密切沟通、了解需求，
及时调整制作方案，最终确定了
盲文版大会文件的格式体例。”小

组成员、盲人盲文专家殷梦岚介
绍，盲文版大会文件将柱状图、折
线图等复杂图表，转化为具体清
晰的图解文字；制作了对开表格，
方便对照查询；将内容较多的文
件分册呈现，方便阅读、携带等。

“希望帮助盲人代表通过无障碍
阅读，实现高质量履职。”

细微之处见真谛。一点一滴
的变化，为中国式民主作出鲜活
注脚。

“去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
大会议，我的爱人作为向导全程陪
同，驻地房间里配有盲文电脑，会
场设置了无障碍通道；今年，大会
又为我提供了盲文版文件。作为
盲人代表，我深受鼓舞，要继续为
残疾人事业鼓与呼。”王永澄说。

履职一年来，王永澄真切感
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澎湃脉
动，忠实履行着全国人大代表的
神圣职责。他的声音，让8500万
残疾人的心声得以倾听，让1700
万视障人士的心愿得以“看见”。

“我特别关注残疾人群体的
‘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准备了关
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视
残疾人养老特殊需求，以及关于
促进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
展的两份建议，想为更好推动残
疾人事业发展尽一份心力。”王永
澄说，一份份建议转化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就是他最大
的幸福。

又到春暖花开时，民主的殿
堂汇聚民智民意。王永澄代表的
无障碍履职之路不断延伸，精彩
的故事仍在继续。 据新华社电

“看得见的幸福，摸得着的民主”
记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亮相全国人大会议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用手指阅读盲文版大会文件。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