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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指旺盛的生命力，行动上、思想

上或是表达上的生动性。而教育的“活力”无

非是指学校办学的活力、教师教学的活力、学

生学习的活力。

“活力”从哪里来呢？毫无疑问，一个健康

的身体是活力的来源，包括合理的营养、充分

的休息、必要的运动等。那么，教育的“活力”

从哪来呢？答案是来自健康的教育“肌体”。

我想同样也需要合理的营养、充分的休息和必

要的运动。

对于教育来说，合理的营养，可能与我们

的教育内容相关：我们的教育内容是否适合

“肌体”的需要？充分的休息，与我们学生的

课业负担有关：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让孩

子、让教师有充足的睡眠？必要的运动，与师

生的高品质活动有关：能不能让孩子们真正

地走进自然，呼吸新鲜空气？让他们真正地

走进生活，去学习和创造？这些都是我们首

先要思考的问题，否则我们所谈的教育“活

力”就会游离于活力之外。

我们在思考改革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做

加法，但在很多问题上，减法比加法更有效。

今年七月出台的“双减”政策就是一个做减法

的文件，文件的规定非常具体，但具体的落实

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各地还很不平衡。有网

友给我留言：“双减在我们县城就是‘双加’，

学生和老师的负担都更重了，以前学生还有

自由的时间，现在都被老师托管了。老师也

普遍加了课，早上七点之前到校，下午五点半

以后才能下课，苦不堪言！”但从我切身感受

来说，我的小孙子，一年级时作业多，愁眉苦

脸；现在二年级作业少了，眉开眼笑。所以，

“双减”还需要真正落地。

当然，仅仅靠“双减”落地可能还是不够，

现在我们的教育要做的减法还很多，至少还

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第一是教育时间是否可以减少？有人提

出，现在的基础教育阶段，学制要不要缩短？

这其实就是减法思维。一个学生念到博士毕业已经快30岁了，学习究竟

是连续的线性好，还是非连续性的阶段性好？“双减”到底怎么减，怎么落

到实处？“双减”之后的课后托管能不能不把学生关在学校里？这些问题

还是需要继续深化和细化的。

第二是教育内容是否可以减少？现在学校的必修课已经占满了学生

的全部时间，当时间都被占用，还有什么自由发展的空间呢？所以能不能

做一些减法，减掉不必要的知识？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去减，而是用整合的

方法去减。现在的课程改革还没有真正地做减法，我们的课程到初中就开

始分化，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所以教育内容的减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

题，未来教育内容的发展趋势非常值得研究。

第三是教育评价到底应该怎么评？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曾发表了

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学校不是菜市场，检查不能左一场右一场”，引起了许

多校长老师的共鸣，一个学校每学期大大小小的检查有几十个，“检查一声

喊，全员团团转”。过多的检查给学校教育秩序带来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给校长一个拒绝非必要检查的权力？

第四，关于会议。现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会议太多，我看过资料，

广东一位校长一年内参加了240多个会议，也有校长跟我说：“我们不

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现在会议重复的内容太多了，已知

的政策、同样的内容不断地层层重复学习。所以，我们的会议安排能

不能减少？

减法不做，教育难兴！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一百年前，陶先生就教育的减法

问题，给我们提过一个方案，那就是“六大解放”。陶行知先生说，要解放

儿童的头脑，让他能够思考；解放儿童的双手，让他能够去干；解放儿童的

眼睛，让他能够去看；解放儿童的嘴，让他能讲；解放儿童的空间，让他能

够接触大自然和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让他不要去赶考，让他能学习到

他渴望的东西。其实，我们按照陶行知先生的建议去做，教育就可以变得

不一样。陶行知先生的“六大解放”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双减”宣言。

总之，有减法才能有活力。我们的确到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教育如

何做减法，通过做减法激发教育“活力”的时候了。

做好教育减法 激发教育活力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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