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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综合素养评价为学生成长赋能

不吐不快

母子共发论文，本也可成为佳话美谈。只不过，
此次被围观的“亲子论文”实在颇多蹊跷，由此难免
引人遐想。在很多网友看来，此事背后的故事，简直
一目了然。当然，这种“心证”并不作数，实情究竟如
何，还是得看校方的调查结论才是。近年来，各类学
阀事件屡有曝光，“学术的近亲繁殖”愈显蛛丝马
迹。当学术圈子动摇了知识纯粹性的根基，而每每
与“师门”“血缘”纠缠不清，那么大众的高敏心态与
下意识的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乐见一位学术新星的崛起，学术不是论资
排辈，后浪卷翻前浪，又有何妨？然而，任谁都不能
忽略的是，在最新的这起事件中，作为本科生的宋
某与其作为高校教授的母亲李某，学术背景、学术
积淀实在相差太过悬殊。很难想象，这两者能够有
什么旗鼓相当、相互倚重的“学术合作”。再加之，还
有李某某的研究生学生“居中”作为第二作者，令整
个事件愈加扑朔迷离。一名本科生，论文署名堂皇
地位列研究生和教授之前，这是何等排面？何等实
力？

科研论文，高度诉诸同行评议，于公众而言，这
构成了高企的认知壁垒。因为看不懂、辨不明，所以

就倾向于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逻辑去理解，故而从
网络舆论的走向看，李某某、宋某某母子，已然被置
于极其不利的位置。《海藻酸钠接枝聚丙烯酰胺/介孔
硅复合水凝胶去除水中亚甲基蓝的研究》一文，到底
水准如何，有没有超出一位本科生合理的学术能力？
这需要业内人士的专业判断。当事人要想自证清白，必
须在接受校方调查时，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才是。

学术论文，理应是单纯的，是学术成果、学术思
想的自然分享。而在现实中，论文却被附着了太多
杂念。有些“论文”成为背书拉抬的工具，成为利益
交换的载体，成了资源置换的敲门砖。师生之间、亲
子之间，“论文”经常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有
老师“论文挂名”为学生站台，有父母“论文传家”为
孩子铺路……一个显然的道理是，当高校体系、科
研系统对个体学术实力、学术潜力的评价，过度地
系于论文，那么“论文”难免会不堪重压、扭曲变形。

本科生与其教授母亲同发论文遭质疑，这事关
两所高校的声誉，事关三个当事人的前途，唯有一
查到底，才能厘清是非，才可平息争议。还论文以应
有的样子，必须从重建学术公信开始。

然玉

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是将学生作为评价客体，
按照特定的准则，运用特定的技巧与手段，作出的
一种价值评判，对培养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
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许多教育人因受到

“唯绩论”的影响，对一些科学的评价方法还没有应
有的重视，依旧面临“倡议轰轰烈烈，实际考试第
一”“方式方法流行，实际难以落地”“德智体美劳都
要考，不考就意味着不重要”的窘境。

学生综合素养评价该如何评？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如何避免沦为“花架子”？在评价中，如何找到合
适的评价方法和技术？笔者认为，应抓住这些重点。

首先，要明确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改革的方向性
要求。

动身之前，要知道路在何方。新时代背景下学
生评价是贯彻“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一项重大措
施，也是重新构建教育评价科学取向的一种必然选
择。要冲破考试等同于评价、分数代表能力的教育

“内卷”禁锢，打破原有知识本位的评价，体现核心
素养培育的要求，改进结果评价，运用更为科学和
多元的方法实现对学业结果的精准评估；强化过程

评价，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有效刻画，弥补单一结
果评价的不足；探索增值评价，综合考虑学生的背
景因素和学习起点，客观评价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
与努力程度；健全综合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认知层
面的学业发展，还需要关注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
习习惯和策略等非认知层面的改变。

其次，以过程评价为突破口实现学生综合素养
评价方式的创新。

在评价的内容上，除了积累关于学生考试成绩
等结果性资料，还需要收集甄选反映学生学习过程
的资料。在评价方法上，可以采用表现性评价、观
察、面试、文本分析等多种质性方法对学生多维发
展进行刻画，使用档案袋等进行记录，更细致、更温
情地呈现学生的学习生活。

再次，加强学生综合素养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应
用。

一是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如夯实考试分
析，不仅要分析“一分三率”（平均分、合格率、优秀
率和高分率），还要对试题和试卷的难度与区分度
进行分析，反思命题工作；要结合细目表进行深入

研究，了解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二是探索多
元化的呈现方式。对于评价结果，既要摆脱以往的
分分计较，也不能简单地划分等级，而是要为学生
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反馈信息。三是利用评价结果
改进教育教学。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分析自己教学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及时改进。

最后，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中，不应该只有教师一个单

一的评价主体，而应该由学生甚至包括家长等多方
参与，建立一个多元评价共同体。鼓励学生参与评价
工作，不仅仅是参与对于同学的评价，还可以参与评
价标准的制定、评价方法的设计和评价结果的反馈
等环节，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评价、反思学习。

当然，深化学生综合素养评价改革，不能仅仅
依靠学校和教师的单打独斗，还需要强有力的外部
专业支持。比如，地方政府要将学生综合素养评价
作为推动教学改进的重要手段，组织教研等力量提
供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专业指导。加强教师学业评价
素养的培训。探索信息技术赋能学生综合素养评
价。 陆青春（宁波市名师）

近日，有一位老师因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一条“给上课爱说话的学生戴小蜜
蜂”的视频而走红。11月17日，这位老师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声，由于视频被多次
转发，引起很多质疑，自己已经迫于压力
选择离职。

（11月18日极目新闻）

面对网络舆论的汹涌，女教师最终在
压力下选择离职。作为同行，笔者相信这位
教师将此事发到网上没有什么恶意，离开
自己的课堂是一个遗憾的结局。但是，遗憾
之余，此事更值得所有的“师者”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同意。教师未经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的同意便在网络平台随意发布学生视频，
涉嫌侵害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这
一做法违背了立法本义，值得广大教师警
惕。教师的核心素养提升，不仅包括执着
的教育情怀、扎实强硬的专业素养、娴熟
的教育艺术、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法律
素养更不可或缺。

在短视频风起云涌的环境下，教师在
业余时间也可以利用短视频来丰盈自己
的生活，或者利用自己的学识传播知识，
但拍短视频发在网络上必须限制在法律
框架之内，不能一时冲动就疏忽对孩子权
益的保护。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更是一
个宏大复杂的体系。面对从互联网襁褓中
长大的孩子，教师在创新自己教育方式的
同时，必须用法律的思维去约束自己，只
有切实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
体差异，做到“有教无类”，才能真正成为
孩子成长的领路人。

当然，笔者也希望社会对待教师的创
新性工作给予最大包容，避免以“上帝视
角”评点教师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毕竟人
无完人，再杰出的教师也不会例外。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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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之后需有反思

近日，有网友在某社
交平台发文称，浙江大学
竺可桢奖学金获得者、该
校环境与资源学院 2021
级本科生宋某某发表的论
文《海藻酸钠接枝聚丙烯
酰胺/介孔硅复合水凝胶
去除水中亚甲基蓝的研
究》署名中，宋某某本人为
第一作者，其母亲李某某
为第三作者。李某某现为
鲁东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教授。该论文的第二
作者则为李某某指导的研
究生。李某某所在的鲁东
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位负责人表示，将会就
此进行调查。

学术公信必须直面“合理怀疑”

（11月19日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