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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教育现状引发思考 从个性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探索中国教育的出路，唯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才能 

绽 尹 是上廖老天遁， 

关键 教育 的 评价标准 

一 篇文章这样描述过美国一所小学的教育图景：没有教科 

书．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教师让小学生分析二战该由谁 

来负责，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还让他们写诸如《怎样看 

待人类文化》等文章，用作者的话来讲，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恐怕连专家学者也不敢轻易触及这样的论题。但在美国这很正 

常 。他们充分相信孩子的能力 ．给孩子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孩子 

张扬个性．发挥长处．这和我国的现行教育模式是大不相同的，看 

看我们的孩子的处境吧：小小的身躯背着重重的书包，考试得了 

98分都算低分(100分满)，双休日要么在特长班要么在辅导班 

度过．寒暑假在与学校相似的托管处度过。更有当下吵的沸沸扬 

扬的学业前教育、奥数班⋯⋯孩子一旦上了幼儿园．所有的思想 

和行为就被严格地规矩 ．到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可以摆脱学校的 

束缚了，却无法摆脱思维惯性，思路窄、实践差、缺乏面对困难的 
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差、交际能力低下⋯⋯是 

谁一手造就了我们的“新型人才”?尽管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 直倡导教育改革 ．改革也在实施之中。但步子却迈不开。原因 

也许有很多．我认为实质性的问题还在未明确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让受教育者更好地适应并改 

造这个世界。在这其中，适应是基础，改造是目的，也可以说，教 

育的最终 目的．是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以往的教育 

模式造成了受教育者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它按统一模式规范受 

教育者，让受教育者按设计好的路子走 ．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 

优点和长处．更是抑制了受教育者用变革的思想来认识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 ，归根结底是没有明确教育的 

目的。目的不清。方法和手段 自然不当。全国上下如出一辙的教 

科书，一个教学模式，一个统一考试。这怎么能培养出优秀的人 

才?马克思主义哲学阐述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今天 

的社会不给人们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怎样实现个人自由和 

全面发展呢? 

教育 目的明确之后 ．教育存在的问题便 自然而然地突显出 

来。从宏观上来看 ．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然是严重的滞后性． 

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主要表现在：知识老化 ．教育方法 

缺乏科学性与灵活性，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这些问题谁都 

清楚，探讨的人也有不少，但在实践中，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原 

因何在?我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评价标准的失当。教育评价标准 

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一把尺子 ．它是个体教育的短期 目标 ，与 

教育的长远目的是一致的。以往的教育评价标准是过于注重升 

学率．而升学的途径又是考试，这必然导致应试教育。现在也是 
一 样。如果教育评价标准不改．或改得不 当，教育内容和教育方 

式方法必然不会有好的改进．评价标准改变了，其他方面自然随 

之改变。那么。我们的教育评价标准应该怎样改呢?我认为教育 

评价标准和其他标准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宽而远。“宽”指灵活 

性、多元性，“远”指长远性，可持续性，注重远期效果。首先，教育 

评价标准不应该是唯一的，例如，在“专才”与“通才”上，就不能 

说谁比谁强．在进行素质教育时．既要倡导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 

提高 ．又要鼓励个人长处的充分发挥和个性的张扬。现在大家都 

在强调综合素质，如学校对学生有综合测评。并直接计入成绩， 

机关事业单位有德、能、勤、绩、廉等考核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但这样的评价标准很显然抑制了个 

人优势的充分发挥。综合素质过于强调对缺点的剔除，强调的是 
一 种均衡 如果一个人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实现这种所谓的均衡 

发展．那么他势必没有余力来充分发挥长处。其结果是缺点少 

了。优点也没了。正确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 

挥优势 ，并且包容他们存在的缺点．当然这种缺点不能是违纪违 

法的，这样教育才能向多维度发展 ，人才能向多方 向发展 ，社会 

才能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其次，评价标准又要符合社会发展规 

律 ，既要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又要具有引导性和预见性 ，这就 

是所说的“远”。教育评价标准不仅要鼓励培养需要型人才．更要 

鼓励培养具有创造型、引领型的人才。可以说．我国教育体制改 

革的过程就是要将教育体制由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状况变为引领 

社会发展的境地。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质的变革．完成了这个 

转变 ．我国的教育也就真正走向了阳光大道 

教育目的和评价标准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只有把这两 

个标尺立准了．教育改革才能找对方向，教育改革所面临的诸多 

问题才能得到彻底有效解决 

(上接第 104页)造阶段的幼儿会产生分离 虽然前青春期的儿 

童仍然天然地好奇和富有创造力，但他们学会了更加谨慎。当儿 

童在概念上变得更加复杂，对青少年的世界更加了解时．那些使 

前青春期的儿童感兴趣的话题会在这些年问大幅度的扩展。这 

个时期的儿童除了有可能进行涂鸦外．即兴的绘画实际上已经 

消失了。在这一阶段儿童更愿意接受各种艺术创作形式的教学． 

他们想知道艺术家是如何处理大小、远近、重叠等的布局关系．以 

及表示空间的线条的结构问题等等 

三JL童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艺术创作对儿童的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全面发展都会起到非 

常有意的作用。艺术能为儿童提供发展他们内在创造力的手段． 

同时，还能将他们的情感、社交和审美自我融入其中 所有的儿 

童既有创造力 ，也有艺术鉴赏力 ，而创造力和艺术鉴赏力是通过 

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对于儿童来说。艺术是一种手段
．用他们 

所有的感官进行学习和表达 ，艺术创作会增强儿童对外界世界 

的敏感度，是用艺术特有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和形象思 

维状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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