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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整全人”:
美国基础教育发展新导向

———基于《从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到充满希望的国家》解读

李 政 云,孙 明 星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基础教育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学生的学业成绩。但近年来,美国

教育理论、实践与决策界已意识到过度注重学业成绩会偏离教育培育“整全人”的目标。由此,2019年1月,

阿斯彭研究所(TheAspenInstitution)发布报告《从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到充满希望的国家》,认为美国社会需

求的转变、学习理论的发展及社会情感学习研究的推进等,都表明美国基础教育需要重新确立以关注学生的

社会性、情感与认知能力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整全人”培养目标,并从多方面提出实施建议:多方协同达成培育

“整全人”的愿景;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整合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并系统融入学校工作;基于“整全人”视角

改革教师教育;实现理论成果向实践指导转化;团结一切力量培育“整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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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基础教育素有强调自由、发展学生个性、激发创造性的传统,但自20世纪80年

代开始,美国基础教育的天平越来越往学生学业成绩即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一端倾斜。1983年,
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TheU.S.NationalCommissiononExcellenceinEducation)发布《国
家处于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NationatRisk:TheImperativeforEducationalReform),
提出“美国教育正在被日益严重的平庸成绩所侵蚀,必须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改革”;1989
年,美国数学教师协会(NationalCouncilofTeachersofMathematics)率先编制出版《学校数学课程

与评价标准》(CurriculumandEvaluationStandardsforSchoolMathematics),由此开创制定供各

州自愿采用的全国课程标准的先河;1991年与1994年,老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分别颁布《美国

2000年:教育战略》(American2000:AnEducationStrategy)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EducateAmericaAct),进一步吹响美国统一国家教育标准的号角,由此不断强化基础教育

阶段的学业考核,实施严格的学业标准和毕业要求,同时加强对学校、学区乃至州的问责[1]。这种

问责和学业考核标准化的趋势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ChildLeftBehind)和2010
年《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CoreStateStandards)出台之后被进一步强化,美国基础教育“唯
分数”取向越发明显。这种过度强调学业标准与问责的倾向在给中小学生、教师、管理者带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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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同时,也严重背离了教育制度助力孩子自由发展的本质 [2]。为扭转以上趋势,2015年,奥巴

马总统签署《每个学生都成功法》(EveryStudentSucceedsAct),提出“地方教育权回归”“重构评价

体系”“改革考试制度”等重要举措,试图纠正《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的种种偏差,重新提出培育

充满创造力和个性的、完整的人[3]。在此背景下,2019年1月15日,阿斯彭研究所(TheAspen
Institution)成立的“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onSocial,Emotional,

andAcademicDevelopment,简称NCSEAD)正式发布集200余名科学家、青年和学生家长、教育工

作者及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而形成的报告———《从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到充满希望的国家》(Froma
NationatRisktoaNationatHope,以下简称《充满希望的国家》)。该报告通过会议讨论、网络研

讨、深入教育一线开展案例研究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最终提出美国基础教育应重新确立培育

“整全人”(thewholechild)的目标。报告自发布起不断收到各界的正面评价与回应,美国两党都表

示支持该报告中的建议,并就州和地方的相关决策提出建议[3]。

一、 培育“整全人”的内涵诠释

培育“整全人”是古往今来的教育追求。古希腊雅典教育通过体育、智育、审美教育、军事教育

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利诺、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谟等,提
出培养身心与个性全面发展的人[4]8;18世纪末19世纪初,洪堡提出培养“完人”,即有个性、有理

智、有教养的人[5];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亦提出大学要培养充满智慧,具有勇敢、正直和宽容等

社会优良品质的“完人”;永恒主义者提出培养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充分发展的人[6];雅斯贝尔斯

提出培养具备整全知识、基本科学态度、责任意识、人性和谐的“整全人”[7];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提

出培养各种能力及人格和谐发展的“完美的人”[5];20世纪60年代后,全人教育思潮代表人物隆·
米勒和约翰·米勒认为应培育包括身体、情感、智力、社会性、审美、精神等六个方面和谐发展的“整
全儿童”[4]39。

美国《充满希望的国家》这一报告重提培育“整全人”,显然与以上教育思潮一脉相承。正如报

告完成者———“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的名称所显示,当前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当

务之急应纠正“唯分数”取向,关注学生社会性、情感与认知能力的和谐发展。报告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指出: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当把孩子作为“人”来对待时,他们学得最好,因为他们同时有社会、
情感和学业发展的需求[8]5。因此,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的持续和谐发展是当前美国基础教育阶

段培育“整全人”的核心。其中,对于“社会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强调,旨在让学生关心社会问题、剖
析社会局势,能进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够协商并解决冲突,在与成年人和同龄人的交往中善于表

达和推荐自我,善于团队协作;“情感能力”重在帮助学生认识和管理自我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和

观点,积极应对挫折和压力,尊重他人和同情弱者;“认知能力”聚焦学生集中注意力以及坚持不懈

的毅力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8]15。由此可见,当前美国基础教育重提培育“整全人”是从促进儿童

的社会、情感和学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的,这亦是当前美国基础教育培育“整全人”内涵的时代

诠释。

二、重提培育“整全人”的时代背景

《充满希望的国家》从多角度阐释了当前美国基础教育为何需要重提培育“整全人”,尤其为何

需要以学生社会、情感和学业的协调发展来最终实现培育“整全人”的教育目标。
(一)社会需求的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tobe:TheWorldof
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中指出,由于科学和社会的专门化发展,青年人原本应该拥有的

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如今却被弄得支离破碎,过分强调技术才能的开发损害了个体发展更为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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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9]。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应对全球经济竞争、技术变革和未来挑战,世界各国基础教育的目

标和内容开始超越知识,转向更为明确地关注21世纪社会所需的广泛技能[10]。在新旧世纪之交,
美国开启了基础教育领域的21世纪技能运动,以扭转二战后美国基础教育不断强化以语言、数学

和科学为主的知识教育之趋势。
在《充满希望的国家》面世之前,阿斯彭研究所“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在全美范围

内,与学生、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青年发展组织、政策制定者及雇主们,广泛探讨了各方对美国教

育及未来几代人的期望。结果显示:近70%的高中生认为,学校应重视学生社会和情感能力的发

展,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与教师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推进他们的学业,帮助他们为升学就业

和成为一名社会公民做好准备;90%的教师认为,社会和情感技能可以被教授,且让学生一生受益,
同时80%的教师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相关帮助与支持,以解决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发展问题;

97%的校长认为,注重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其学业成绩;超过90%的家长认

为,学校在加强学生生活技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90%的雇主认为,社会和情感技能是成功的重

要因素,但也是最难获得的技能[8]6-7。以上数据反映出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受到青少年及社会各

界的广发关注,培育“整全人”除了需要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学业发展,更应关注他们的社会性发

展和情感发展。
(二)学习理论的发展

近二三十年来,学习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了人们对于学习产生和发展

的认知。来自脑科学、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科学研究表明,学习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各

种交错并存的技能、能力以及态度、信念、思维和性格、价值观,它们紧密联系,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

习过程。学习的本质是社会性和情感性的,人际交往能力、情感能力、认知能力在学生的学习过程

中相互交织,三种能力中任何一种能力的强或弱都可能促进或阻碍其他能力的发展,只有当社会、
情感和认知能力都得到很好的支持和发展时,学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且社会、情感、认知能力的整

体发展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会产生积极影响[11]。由此可见,社会、情感能力与认知能力一样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共同对学生的学习与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广泛影响。同时,社会、情感

和认知技能并不由基因决定,它们是可教授的,需要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由教师系统地加以传

授[12]。阿斯彭研究所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吸收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充满希望的

国家》中反复强调培育“整全人”应注重学生社会、情感和学业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认知

与学业[8]15-20。
(三)社会-情感学习研究的推进

1994年,美国费策尔学会(FetzerInstitute)组织的一次教育工作者会议首次提出“社会情感学

习”(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强调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性。随后,美国学业、社会

和情感学习联合组织(CollaborationforAcademic,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简称CASEL)
成立,并成为研究社会情感学习的核心权威机构。CASEL提出了包括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及人际交往的技巧、负责任的决定等五大维度的社会情感学习框架。此后,以CASEL为

主的相关组织和个人不断丰富社会情感学习研究,推动社会情感学习由理念转向实践。阿斯彭研

究所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正是以社会情感学习的相关研究为基础,探讨社会情

感与学业融合,以此培育“整全人”。

三、培育“整全人”的实施策略

培育“整全人”是一种呼吁,更成为一种行动。现阶段,阿斯彭研究所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

展委员会的目标是帮助美国各州与社区进一步加快在基础教育中落实和推进社会情感学习,促进

学生的社会、情感与学业协调发展。委员会为此提出六条具体的实施建议[8]34-66,以为一线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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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和参考。
(一)多方协同达成培育“整全人”愿景

“愿景”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行动达成预期目标的合理设想。培育“整全人”需要每个社区围绕

整合社会、情感和认知学习,因地制宜地设置、实施与评估达成愿景的方案。
愿景始于对“学生成功”的重新认识与定义。州及社区领导人应该与社区共同重新思考“学生

成功”的内涵,突破过度强调考试分数的局限,明确一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应具备的未来进入大学

或工作、生活所需的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在此基础上,州、地区、学校领导人可以进一步根据学

校实际,勾勒从学前教育(preschool)到K-12阶段连续的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目标,并通过多方协

同,最终达成培育“整全人”的愿景。
(二)营造良好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培育“整全人”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环境和人际

关系对他们之后的学习与发展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学校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

围,那么学生的行为和学业成绩就都会有所改善[13]。然而,当前美国中小学校的学习环境参差不

齐。有色人种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面临更多校外压力,同时在校内,他们也比同龄学生得到更少的

支持和信任,受到惩罚的机率更高[14]。培育“整全人”的良好环境的创设,需要教育实践者和政策

制定者共同努力。

1.教育实践

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比如师生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学

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的情感联系和人际关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态度、行为及各方面

的表现。地区、学校和青年服务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循环教学(Looping)①、班会、顾问小组、
团队教学和辅导等,创造更多的人际交往机会,增强学生之间、学生与成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些

方式有利于增进师生和生生间的了解,使彼此关系更加紧密,同时也可提供更多教授社交、情感和

认知技能的机会。
创建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首先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如学生主导型会议、任务选择、参与咨

询小组和合作决策等,促进学生对学校的认可和归属感;其次可通过各类运动和艺术、娱乐活动,培
养学生的责任心、包容心和沟通能力。通过以上措施,使学生认同且信任学校,积极参与学校的各

项活动,从而形成积极的校园氛围。
认可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美国学生在种族、文化、家庭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学校及相关项目

应创建公平、包容的学习环境,尊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每一名学生,帮助教师消除偏见和刻板印

象,平等对待所有学生。
废除无效的惩罚性纪律。美国中小学仍存在一些过于严苛的惩罚性纪律,如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policies)②等,它们使许多有色人种学生被过早地排斥在校园之外。而相关研究表明,相
比惩罚,教导学生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避免可能发生的伤害,更有利于减少不当行为、暴力和旷

课率,从而改善学校的整体氛围[15]。
调动社区资源。社区有关艺术、娱乐、青少年发展、健康及精神健康服务等方面的团体组织均

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将其与校园生活结合,可以丰富校园和社区的文化并改善学习环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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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循环教学(looping)是指一个教师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连续带一群学生,直到其完成某一个阶段的学业,教师再返回低年级带

新的学生。如此循环往复,等同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教师连续跟班任课的制度。美国小学阶段不同年级有不同的老师,中学实行走班制,

循环教学并不常见。

零容忍政策(zero-tolerancepolicies)是1994在美国各学校开始推行的一种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它禁止学生出现一切被学

校认定为不当的行为(如暴力)或拥有违规的物品(如毒品和枪支)。一旦违规,不论任何理由(即使出于无知、意外或情有可原的情况下

作出的违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批评者认为,此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针对有色人种。



学生不同的发展需要。

2.政策实践

提供多方面支持。州或地方政府应意识到学习环境的重要意义,积极为社区和学校提供政策

与资源支持,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其他资源,创建让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安全感

和归属感的学习环境。
将学习环境纳入教育监测和问责范畴。联邦或州政府可以在学校改进计划和质量督导中强调

学习环境,督促地方和学校重视良好学习环境的创设,同时依法监测并公布相关数据,督促地区和

学校切实加以改进。
(三)整合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并系统融入学校工作

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需要整合,并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融入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为

此,学校和社区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明确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需要被教授。对学生而言,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并非与生俱

来,也并不能轻易获得,而是需要经历习得的过程。地区、学校和青年服务组织应利用基于循证

(evidence-based)的教学材料、实践经验和其他资源,有意识有计划地向学生教授社会、情感和认知

技能。虽然一些家庭、教师、社区或宗教组织已在帮助孩子习得这些技能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并

不是所有学生都拥有这样的资源。为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得到指导与支持,学校和地区仍需做出

努力。
其二,将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整合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之中。社会情感学习被忽视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教育工作者认为它与课业学习相冲突,尤其在教学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但已有大量研究

表明,学习是关乎社会、情感和认知的统一过程。因此,社会情感学习可以融于学科教学之中。例

如,学生建立维护课堂纪律的责任感或经讨论形成协议的过程,即有助于所有学生学会礼貌倾听和

为班级着想,从而减少问题行为对课堂教学的干扰。基于此,社区领导或校长应为教师提供相关专

业培训,让教师认识到社会、情感和学业的整体性及其积极影响,同时也应给予教师足够的自主权

以将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融入他们的课堂教学之中。
将“整全人”培育列为优先事项。学校的发展导向和重心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发展。美国许多中

小学目前仍以考试成绩为重,但在成年人生活中,评判标准更多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工作质量、个性

性格以及社会、情感与认知技能。这要求学校、家庭、社区应将推进青少年社会、情感与认知能力的

协调发展放在首位。
(四)基于“整全人”视角改革教师教育

培育和发展学生的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首先应对教育者的社会情感学习能力有所要求。这

意味着教师教育需要融入社会情感学习,为教师提供专业而持续的相关培训。具体而言,需要在教

育实践和政策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1.教育实践

重新设计教师职前教育项目。为了让教师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发展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教师

职前教育项目应包括:(1)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相关知识的掌握及运用;(2)有效教学策略的运用;(3)
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培养融入课堂的教学实践;(4)知晓学生经历对学生行为和学习的影响并能

提供有效引导;(5)知晓学习过程中学生心理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性,满足不同种族、语言和文化

背景学生的不同需求;(6)将儿童发展理论付诸实践的实习经历;(7)将社会、情感能力及相关知识

掌握纳入正式入职考核;(8)反思培训项目。
在教师招聘、入职培训和专业发展方面,优先强调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学校应通过招聘、入

职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吸引并留住在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技能训

练的教师,并实施持续的、基于工作的社会、情感和认知技能发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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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致力于培育“整全人”的合作联盟。地区、学校和青年服务组织可以召集相关教育者,将其

组建为一个团体,为正在致力于“整全人”培育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分享经验的平台,以坚

定其工作的方向,肯定其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和支持其继续前行,让相关教育工作者切实感受到被

重视,从而增强工作的信心。

2.政策实践

为教师教育改革提供支持。政府应提供机会和资源让教师教育项目有助于造就“整全人”,并
培养能担当造就“整全人”重任的教师。这包括重新设计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和实习,以帮助职前教

师掌握并能运用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原则,了解青少年发展的相关知识。此外,还应为师范生提

供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
重新设置教师资格认证标准。政府部门在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资格认证中,应对申请者整合社

会、情感和认知发展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一定要求。
确保新入职教师的培训支持社会情感学习。主要指政府应确保新入职教师有机会学习如何在

教学中融入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同时在教师自我发展中提升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如压力管理、
保持冷静、自我认知、问题解决等能力。

(五)实现理论成果向实践指导转化

学术研究始于实践中问题的出现,研究成果应用于指导实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与实践

存在一定差距,一线教育工作者并未能充分地利用学术研究成果。同样,美国关于培育“整全人”的
颇多学术研究也未能很好地为实践所用。为缩小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研究者与实践者需要共

同努力。
建立研究-实践伙伴关系。社会情感学习的研究大多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包括不同层次和具

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人员;研究重点通常也是关键和紧迫的实践问题;研究的过程是反复的、需要协

作的。因此,研究团体、相关组织机构、学校、政府、家庭和学生应相互配合,在彼此之间建立研究-
实践伙伴关系,并通过数据共享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

创新研究成果转化方式。传统学术研究出版物的受众一般都是了解某一主题的学术读者,教
育工作者、学校领导或行政人员则不太可能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有很深刻的、实质性的理解,相
反,他们通常需要的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资源,甚至希望研究成果能直接指导或运用于工作。因此,
研究者应思考如何将关于培育“整全人”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更加通俗易懂、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指导。

(六)团结一切力量培育“整全人”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培育“整全人”并非凭学校的一己之力就能达成,而是需要更多

的外力支持。具体而言,需要从教育实践与政策实践两个方面努力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1.教育实践

聆听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并吸引他们参与教育过程。为培育“整全人”,学校和教师首先需要倾

听学生和家长的声音。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诸如家访、学生主导的家长会、学生和家长咨询小组等

多种形式,了解和倾听家长及学生的需要与建议。其次是提供各种机会,让家长和学生能更多地参

与教育过程。
通过联盟组织调动社会力量。校外的青少年发展组织、宗教团体、社区合作伙伴、心理健康和

社会服务组织、大学和企业均是培育“整全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将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需要地

区和学校层面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并团结一切校外力量,促使相关的

组织团体形成伙伴关系,围绕培育“整全人”的目标达成一致行动。
提供高质量的课外和暑期学习机会。研究表明,学生学习能力在假期中会有所下降,对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16]。因此,为所有学生提供公平而适合的假期学习机会非常重要。这就

要求学校和社区要充分发挥作用,与各类青年发展组织、当地政府等开展合作,为青少年提供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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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外与假期学习资源,将学生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从校内延伸至校外。

2.政策实践

政府重视与资源倾斜。政府的投入是培育“整全人”的重要支撑。政府应对每个社区的相关资

源情况进行评估,并针对不同社区的不同需求设计援助方案,使不同区域、不同学校间的资源分布

相对均衡。此外,还应对学校之外的相关组织团体,如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社会服务的组织团体进

行资助。
实现州、区、学校资源的整合和共享。美国有许多独立的从不同侧面支持学生健康发展的项

目,这些项目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生的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但很多时候这些项目缺乏整合。因

此,联邦、州和学区政府应将支持“整全人”培育的各类项目进行整合,实现跨学校和社区资源的共

享,促进目标的一致性,满足地方需求,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四、结 语

据《纽约时报》等各类媒体报道,《充满希望的国家》在美国已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来自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与认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Brooks)认为,报告推动了社

会情感学习运动[17]。美国已有超过100个组织和学区签署《支持培育整全人宣言》(ADeclaration
ofSupportforEducatingTheWholeLearner)。其中50多个组织已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在其社区

推进这项工作,如: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系统(AtlantaPublicSchools)负责人梅立安·卡斯塔芬(Me-
riaCarstarphen)已经就该学区与学校如何具体落实委员会的建议表明了态度[18];全美立法机构联

合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tatelegislatures)认为,《充满希望的国家》为实践者提供了改革目前

基础教育的蓝图,各级政府和社区对报告所提出的举措十分感兴趣[19];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

金会(TheRobertWoodJohnsonFoundation)和华莱士基金会(TheWallaceFoundation)探讨了社

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并就基金会如何支持“整全人”培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20]。
培育“整全人”是不懈的教育理想和追求。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改革中存

在不同的声音,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关注标准化考试。20世纪90年代,作为

标准化考试纠偏力量之一的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应运而生。在美国社会各界不断反思教育改革方

向,尤其是2015年奥巴马总统签署《每个学生都成功法》对美国教育的标准化改革进行纠偏之后,
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基础,旨在促进学生社会、情感与认知能力协调发展的“整全人”培育理念开

始越来越受到关注。阿彭斯国家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充满希望的国家》即是在这

种大的教育改革背景下诞生的,它回答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何为“整全人”、为何培育“整全人”以及

如何培育“整全人”等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亦开启社会情感学习的研究,并在基础教育中进行试点。美国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

为基础,促进学生社会、情感与认知能力协调发展的“整全人”培育理念,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

一步推进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美国近30年的教育改革历程亦告诉我们,教育永远是一项需要

不断平衡的事业,要避免其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极端,需要我们根据时代需求的变化和不同国情适时

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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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ngtheWholeChild:TheNewOrientationofBasic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BasedontheInterpretationof“FromaNationatRisktoaNationatHope”

LIZhengyun,SUNMingxing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TheAmericanbasiceducationhasthetraditionofpayingattentiontochildrenswholedevel-
opmentthatcoordinatesdevelopmentofchildrensbody,emotion,intelligence,sociality,aesthetics
andspiritandsoon.Sincethe1980s,however,theAmericanbasiceducationhasbeenputtingmore
andmorefocusonstudentsacademicperformance,whichmeansthebalanceofbasiceducationtipped
tocognitivedevelopment.However,inrecentyears,theAmericaneducationalacademia,practitioners
andpolicymakershavebeguntorealizethatthetendencyofoverlyfocusingon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deviatedfromthegoalofeducationtofoster“thewholechild”.Inthiscontext,theAsp-
enInstituteinitiatedNationalCommissiononSocial,EmotionalandAcademicDevelopmentwhichis-
suedareport“FromaNationatRisktoaNationatHope”inJanuary2019.Accordingtothereport,
theneedschangeofAmericansociety,thedevelopmentoflearningtheoryandadvancementofthe
studyofthe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haveprovedthatAmericanbasiceducationneedstorestore
aneducationalgoalwhichfocusesonstudentssocial,emotionalandcognitivedevelopmenttofoster
“thewholechild”.Atthesametime,thereportputforwardsiximplementationsuggestionsinclu-
ding:multilateralcoordinationtosetavisionthatprioritizes“thewholechild”,creatingasafelearn-
ingenvironment,integratingsocial,emotionalandacademicdevelopmentintoschoolpracticessys-
tematically,reformingteacher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thewholechild”,realizingthe
transformationfromtheoreticalachievementstopracticalguidance,andunitingallresourcestoculti-
vate“thewholechild”.
Keywords:thewholechild;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social,emotionalandcognitivecoordinated
development;Americanbasic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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