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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阅读率提高了、体测优秀率提升了、视力不良
率下降了、笑声多了、腰板直了、脚下有根了、自主学习
的效率高了……”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一场“委员通道”上，来自基层教育一线的政协委员介绍
了“双减”之后中学校园里悄然发生的新变化。

这些变化，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
任倪闽景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时针回拨到去年的这一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时关于教育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成为振聋发聩的教
育改革号角。4个月后，“双减”政策出台，很快在全国
落地见效。

当下，“双减”正在进行时，我们要把什么还给孩子？
又要再给他们的成长增加些什么？这是指向未来人才培养
的时代之问，也是倪闽景履职表上的关键词。

从22岁成为教师到担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一
直深耕在教育行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他关注的话
题也从未离开教育。在他看来，“双减”的目的，绝不是简
单地让孩子们“越学越少”，而是引导教育回归本质，让孩
子们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会学习、学得更多样、学得更
快乐，最终指向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培养适合未来社会
发展需要的人才。

■ 文/本报记者 张惠娟

■委员简介

倪闽景：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兼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成人教育协会
副会长。

谈“双减”：
生命有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记者：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提出，儿童应
该通过自由活动积累对周围事物的感觉经
验，快乐自主地生活。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也说“生活即教育”。结合您自己的
成长经历，请谈一下生活中的教育会对一
个孩子的人生打上怎样的底色？

倪闽景：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周围的
事物就是一本书”。所以，在向生活学习的
基础上，再对孩子进行道德和文化知识的
教育才是最好的。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浙江嘉兴农村。现
在回忆起童年时光，最美好的画面就是和
伙伴们在稻草堆里做“防空洞”游戏、在
河里摸鱼捞虾……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我成长的家庭虽然贫困，但不失爱和温
暖。父亲是村里的拖拉机手，心灵手巧，
会修理机械，也是村里的文化宣传骨干，
会拉二胡、打快板，十分热爱生活；母亲
读过一段时间的高等教育，虽然后来辍学
了，但十分重视教育，她会拿出家里仅有
的一点钱来给我买书。这让我从小养成了
读书的兴趣，即便现在也是每晚雷打不动
地读书1小时才睡去。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无论是玩儿还
是学习，我的时间几乎都是自己安排的，这
极大地锻炼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举个例
子，那时父母想让我考中专，但我一心想上
县城最好的高中，所以参加中专考试那天
我根本没进考场，而是背着父母去县城玩
了两天，当然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高
中，15岁离开家开始了更加独立的寄宿学
习之旅。我认为，恰是乡村这种恬静的环境
和家里自由和爱的氛围，让我形成了独立
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人在
儿童青少年时期最宝贵的财富。

记者：“双减”政策提出从校内校外两
方面减轻学生负担。您的成长经历也恰印
证了国家推行“双减”政策的初衷。在工作
中，您分管学生处、终身教育处、体育卫生
艺术科普处、校外培训管理处等方面的工
作，应该说，都是和“双减”政策最密切的领
域。您怎么看待“双减”的社会意义和效果？

倪闽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知识
学习很重要。因为知识是学习的线索，教室
是成长的平台，考试只是成长中的一个抓
手。“双减”是针对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习
过度“内卷”而提出的。所以“双减”最根本
的逻辑是减少无意义的作业和培训，让孩
子们有时间全面发展。

“生命有缝隙，阳光才能照进来”，这体
现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但我
们倡导减负，绝对不是不需要孩子们努力
学习、刻苦奋斗了，而是要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观念的变革，也是
教育改革的重点。关键问题是我们教育工
作者能否找到恰当的教育方法，让孩子们
能够以苦为乐，在学习中磨砺精神、塑造理
想、增添勇气。

记者：“双减”推行以来，取得了一定成
效。据教育部数据显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
90%以上，73%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
解。但是还有部分家长“不买账”：认为孩子
作业少了、成绩下降了，将来考不上好学
校、找不到好工作……您怎么看待家长的
担忧？

倪闽景：家长的这种担心背后实际上
反映出三个认知误区。

第一，家长认为所有负担的根源在于
高考，只要不取消高考，“双减”就是不对
的。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高考制度”，相
比而言，我国的高考制度是相对公平公正
的。试想：若没有高考，“内卷”只会更惨烈。
国家按照高考成绩，招考学生进入不同的
高校和专业学习，这种做法将长期存在，高
考绝不是“内卷之源”。

第二，家长认为多写作业、多参加培训
班对提高成绩十分有效。其实，教育教学有
其自身规律，孩子不是机器，并非作业越多
成绩越好。PISA（国际学生能力测试项目）
用全球几百万学生的测试数据告诉我们，
15岁孩子的周作业量最好控制在11.2小
时之内，作业太多学生成绩反而下降。PI-
SA还表明，校外补课与学生成绩相关性
并不大，而与学习主动性和师生关系相关。

那么，家长们为什么会坚信“培训真的

很有用”呢？实际上，这是很多培训机构在
刻意误导——通过内部考试，从成千上万
的孩子中选出少量优等生，冠以所谓“英才
班”等名义培训，在中考、高考中取得好成
绩后极力对外宣传。

第三，家长认为孩子考不上一所好的
大学，那么一生就“完”了。我想说，家
长们的想法完全正常。从表面上看，名校
毕业生将来的职业道路比较好走，这是事
实。但是，考上名校不等于就一定拥有成
功且幸福的人生。不上名校，一样也可以
拥有幸福人生。

记者：对家长来说，“双减”也是一次思
考教育观的新启蒙。在“双减”背景下，家长
需要重新审视成人与成才的关系，以及幸
福与成功的关系。在您看来，优秀的人才成
长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关键词？

倪闽景：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孩子是父母和家庭的，也是社会和国家
的。所以，家长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
加给孩子。基于我多年教育教学的经验，
优秀的孩子身上大都有三个基本特质：一
是特别有自主性，学习很自觉、有独立人
格；二是有特别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
系和亲子关系；三是特别有韧性，遇到困

难不退缩、有拼搏精神。有了这三个素养，这
个孩子的成长一般都错不了。因此，一个人
不是因为考上名校而获得成功和幸福，而是
有了这三个素养才能取得成功、获得幸福。

如果孩子学习的动力是为了应付老师和
家长，如何形成学习自主性？整日面对繁重的
课业负担和无底线的竞争，怎么能培养出良
好的生生关系？培训班连轴转，孩子疲于招
架、家长应接不暇，怎么能发展出良好的亲子
关系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减”是让
孩子提升自主能力、情商和韧性的关键所在。

谈创新：
学习力解码教育新动能

记者：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孩子成长
的空间变大了，学习的课堂变广了。家庭学校
社会如何配合才能将社会大课堂的价值有效
地利用起来？

倪闽景：是的，“双减”政策推出后，我在
多个场合呼吁让孩子多走向社会，多让孩子
在参加体育运动和劳动实践中成长。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
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

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
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但很多
家长舍不得孩子做家务。实际上，越不舍得用
孩子，孩子就越不中用。

哈佛大学的学者曾经对那些从小爱干家
务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做跟踪研究，得出一
个令很多人意料不到的结论：成年后，前后者
的就业比例为15:1，犯罪比例为1:10，且前
者离婚率更低，心理疾病的患病率也更低。家
务劳动能让孩子觉得自己在家里被需要，从
小自理、自立、自强，提高独立生活能力。

“双减”政策的落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教育工作者要明白，通过教育系统自身努
力是可以在减负上有所作为的；家长们要明
白，只关注学业成绩是有风险的，孩子的全面
发展不是靠学科培训实现的；更要让培训机
构明白，无论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教育，其根
本目的都是立德树人，不能把良心行业变成
逐利产业。

记者：一个国家的崛起，依靠着科技的发
展。科技发展依靠人才，而创新人才的成长同
样离不开创新思维的培养。在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的今天，您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
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

倪闽景：婴儿一出生，就开始用好奇的眼
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感知着他所看到、听到、
感觉到的一切，从这时起学习就开始了。所
以，学习力是关乎人生存、成长、成才的基本
能力。

当下世界进入了物质丰富、知识密集、信
息爆炸的时代，对孩子的学习能力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我们之前熟悉的经典学习已经演
变为“超级学习”。

未来的学习有两个本质含义：在心理学
方面，学习的本质是塑造人的大脑；在社会学
方面，学习的本质是建立社会关系。在大脑空
间里建立神经元连接，在社会空间中建立人
和人的连接，这两种连接都是学习的结果，又
是开始新学习的“脚手架”。所以说，创新不是
靠智商高，而是靠思维灵活。

记者：科技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提出新的
要求和挑战。而元宇宙等新名词的出现也
为教育发展注入全新的想象力。这一系列
的新变革对我们未来的教育教学带来怎样
的启示？

倪闽景：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
价来源于学习的机理，也来源于社会的价值
取向。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了解脑科学的发展
趋势，特别是脑科学在学习方面的新发现，
以此来提升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同时要关注
科技与社会不断进化的趋势，把握技术对社
会产生的颠覆性改变，深切理解未来社会对
于人才的基本需要，以此来凝练教育教学的
方向性。

历史朝代更迭的周期律，本质上是因为
每个时代的技术发展了，但是社会关系没有
跟上，从而产生的颠覆性动荡。同理，如果科
学技术发展了，教育方式还因循守旧，教育出
来的人才就会被时代淘汰。只有让学习的方
式同步产生进化，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未来发
展的前列。

进化一词的英文是evolution，源于拉
丁文，其原意是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
意指事物的生长、变化和发展。学习本身确实
是进化的，分三个阶段——自然学习、经典学
习、现代学习。近几十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
突飞猛进，学习进入了现代学习阶段，其主要
矛盾体现为学习者学习能力停滞不前和知识
增速不断加快之间的矛盾，虽然我们每个人
都在不断地学习，也追不上知识的爆炸式发
展，实际上这是教育焦虑和学生学业负担重
的最根本原因。

记者：也就是说，造成当下教育“内卷”的
根本原因是学习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出现了
背离？在“双减”攻坚期，如何才能拨开“内卷”
的云雾，让成长路上洒满阳光？

倪闽景：在现代学习阶段，“内卷”之所以
会如此突出，不是因为老师不优秀，不是因为
教育不均衡，也不是因为教育投入不足。内卷
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恰恰是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教师最优秀的地区、教育经费最充足的地
区，比如北大清华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习不进化，哪怕有再
多的教育投入，哪怕学生和教师再优秀，“内
卷”也不能被破解。教育投入再多、教师们再
优秀，也不能保证所有孩子都能上北大、清
华。学习是文化发展的基本作用力，如果文化
进化的速度超过了每个人的学习速度，家长
会“鸡血”，孩子会“躺平”。文化进化让社会更
加开放和多元，开放和多元意味着提供出更
多选择。所以，在物质匮乏时期，一个人若有
选择权，就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当我们面对超
大选择项的时候，选择就会变成一种负担，而
且相当耗费精力。

我曾经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反映孩子
在某周末上午同时有数学和英语两个竞赛，
希望教委能协调分开竞赛的时间，好让孩子
都能参加。而当我说明原因无法调整的时候，
这位家长瞬间放声大哭起来，感觉孩子的前
途快完了……这件事让我沉思了很久，感叹
我们的教育缺少了“学会选择”这重要一课。

我们不应该追求让孩子们学得更多，而
是要追求让孩子们学得更多样；我们不应该
追求让孩子们学得更快，而是要追求让孩子
们学得更快乐！一句话：当前破解教育“内卷”
的要义在于教会孩子学会选择，实现学习的
进化。

谈发展：
大国人才培养需育有爱之师

记者：曾有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
对社会的未来还有美好的期许，那就应该让
今天的校园发生改变。现在我们踏上实现第
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时间表直指 2049
年。今天坐在教室里的孩子，27年之后，正值
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黄金年龄。实现伟大复
兴中国梦、赢得国际间竞争的关键，就取决于
今天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教室是孩子成
长的平台，不论什么样的改革，都要从教室里
生长。在“双减”背景下，我们要营造怎样的教
室新生态？

倪闽景：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民族的
未来。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技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
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教
育的价值在于形成孩子们的核心素养，而
不是把升学作为唯一追求，相反，孩子们
的核心素养形成了，成绩也会变得更好，将
来也更会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良好的教室生态，不是
指教室技术和硬件上的升级，而是以促进师
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为目的的教学模式的确
立，其实质是合作大于竞争，追求教学方式
的多样化，通过解决旧问题来提出新的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内卷”的泥淖，在
教室中萦绕思想和温暖的气息。

记者：作为孩子生命成长中除了父母之
外的重要他人，教师的育人观需要从“关注分
数”转到“关注每一个生命”上来。这对教师的
职业发展提出怎样的要求？

倪闽景：遇到一个好老师，对孩子成长成
才太重要了。不论在什么时代，好老师身上永
远离不开两个关键词：师爱和教育智慧。

我们来看个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时，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
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
公室去。当陶行知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
等在那里了。陶行知先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
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
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
又掏出一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
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校
长。”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块糖。陶行知
又说道：“刚才我迟到是因为去了解情况，
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那个男生欺负女生，你
打抱不平，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
一块糖。”这个男孩子拿了三块糖就哭了，
他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
了。”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
子，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
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这个故事生
动地展现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体现了教
育的强大力量。

所以，师爱是教育成功的基础，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所谓的师爱，就是“有教无
类”，对待无论是怎样的孩子，都充满了关
切之心。孩子们入校时，有的可能已经认识
上千个字，又十分乖巧，而有的孩子可能一
个字都不认识，而且行为习惯很差，这个时
候最能看出教师的爱心。如果对于“落后”
的孩子态度嫌弃，只爱那些“可爱”的孩
子，那就不是真正的师爱。所谓的教育智慧
其实还是“因材施教”，这是教育高质量实
现的保障。很多人将“因材施教”的“教”
字理解为教学，那就贬低了孔子对教育的洞
察。这个“教”绝不仅是指按照学生的学业
基础情况来布置不一样的作业、提不一样的
问题。这个“教”是教育，是育人。所以
说，看见那些暂时落后的孩子眼睛放光，不
抛弃、不放弃，甚至是认为教育机会来了的
教师，才是真正有教育情怀的人，那就是爱
与智慧。如果我们的教师都能达到这个境
界，家长们就不会焦虑。

总之，我希望在“减负”后时代，我们
的学校家庭社会要形成合力，让基础教育的
发展能真正面向未来的需要，指向每一个孩
子的幸福成长，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双减”落地 希望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谈教育改革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