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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为什么想
采取这样评优方式并逐
渐取代了三好生的评选？

李烈：小学阶段是一
个人终身发展的早期阶
段，小学教育是“在路上”
的教育，不宜过早对学生
做出结论性评价。这个
阶段的学生各方面的发
展并不均衡、同步，因人
而异的多元评价，才能给
每一个孩子永恒的发展
希望和前进动力。

我们就是希望给孩
子评价的这个口开着，不
封口，不给他结论性的定
性的评价，否则会忽视孩
子的潜能，进而导致孩子
自我否定。

上学期期末，学校开
会，打算继续在学生评价
体系上进行突破，于是就
决定索性不评三好生了，
上报区教委后，主管区长

也很支持，认为对像实验
二小这样的学校，可以松
绑，试验试点。接下来我
们会形成具体的报告，区
领导也会商量，正式形成
试点。

新京报：一个很现实
的问题是，现在学校没有
三好生了，那怎么跟小升
初衔接呢？

李烈：我们自己理想
的认识是，任何评价都不
该有功利性，不该跟升学
挂钩，当然这也不是实验
二小能够决定的。现阶
段，我们会有共同推优，
比如，把所有这些奖项都
折算成星，那么最后推优
的结果可能是，一是特别
强的全优的孩子，还有一
类估计就是单项特别突
出的孩子。

新京报：初中校能否
接受你的想法？

李烈：我们的教育要
永远给孩子希望，不要过
早的定性。我们从中学
那边得到的反馈都还是
不错的。通过我们的方
法一样能找到更加优质
的生源，未来应该得到更
多认可。

新京报：在学校实行
的效果如何？

李烈：我们上周五家
长会后，五六年级抽了八
个班，对家长进行调查。
这个结果表明，“当你的
孩子没有评上三好生，你
是否会感到压力或是失
败”，家长普遍表示“没思
考过”。这说明我们的家
长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
造成负担，无论是孩子还
是家长，认可度比较高，
劲头都很好。当然，这种
效果还有很多东西是没
办法量化。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
会遇到哪些困难？

李烈：首先，现在一
经媒体报道，大家都很关
注，正方反方的讨论，新
的东西也不可能 100%赞
成。另外，对于学生的评
价体系建设，关键不在于
怎么提，而是具体操作层
面如何更好的激励学生
的发展。

新京报：这个评选会
不会也会像三好生评选
那样，造成家长和孩子的
相互攀比？

李烈：现在还没有这
种情况，这关键在于老师
的宣传和引导，比如，不
能说没评上就是你不好，
而是看你哪里好，要引导
学生正确对待评比。

D08-D10版采写/本报记
者 王荟 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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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评价都不该有功利性
北京市实验二小从1997年提出“十项奖”，2002年提

出“10+N”项奖及“杰出奖”。今年，又提出“10+N+3”项
奖。其中，10 项分别是爱心、守纪、学习、诚信、劳动、健
康、礼仪、全勤、安全、特长；“N”是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
或进步；“3”是育爱杯、小钱学森杯和小博士奖（这三项均
是实验二小的内部奖项）。评奖采用自行申报和公开评
选的办法，从“近、小、实、细”处评价和激励学生。

“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评比”

我们就是希望给孩子评价的这个口开着，不封口，不给他结论性的
定性的评价，否则会忽视孩子的潜能，进而导致孩子自我否定。

——李烈，北京实验二小校长，国务院参事

东城区丁香胡同小学的小朋友调皮地做鬼脸。 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