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社会与情感能力”，提升孩子幸福感
华东师范大学发布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研究成果

上好大学等于成功和幸福吗 ？ 未

必 ！ 最新一项全球测评表明 ： 除了

认知能力 ， 有一种能力对孩子的未

来发展尤其重要 ， 那就是 “社会与情

感能力”。

昨 天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全球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

测评项目的中国部分研究成果在华东

师范大学发布。

“一个人成绩好 、 智商高 ， 即便

上了好大学 ， 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获

得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 ， 社会与情感

能力对一个人的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

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袁振国认为 ， 步入人工智能飞

速发展的时代 ， 人获得幸福感以及实

现人生价值 ， 将更取决于其社会与情

感能力的发展水平。

根据 OECD 报告 ， 全球青少年社

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对学业成绩 、 生活

满意度 、 心理幸福感 、 考试焦虑等均

产生影响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与学业

学习水平不同 ， 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发展并没有随年龄增加而呈现稳步

上升 。 所有受访的 15 岁学生 ， 无论

其性别和社会背景如何 ， 他们的平均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都低于 10 岁

的学生。

中国学生共情、合作
能力全球排名第一

究竟什么是 “社会与情感能力 ”？

OECD 将其定义为人在实现目标、 与他

人合作及管理情绪过程中涉及的能力。

在全球 9 个国家和 10 个城市的

首轮测评中 ， 研究借鉴了 “大五 ” 人

格模型 ， 并根据五个维度确立了 15

项子能力 。 具体来说 ， 任务能力包

括自控力 、 责任感和毅力 ； 情绪调

节能力包括抗压力 、 乐观和情绪控制

力 ； 协作能力包括共情 、 合作与信

任 ； 开放能力包括好奇心 、 创造性和

包容度 ； 交往能力包括活力 、 果敢和

乐群等。

研究者认为 ， 这些区别于传统学

科学习的 “软能力”， 对所有孩子的成

长和未来至关重要 。 比如 ， 抗压 、 乐

观能让人更容易应对工作中的不顺利；

合作 、 信任和包容的能力 ， 对现代社

会的生活必不可少 ； 创造性和好奇心

这两项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关键能力，

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参与 OECD 全球青少年社会

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的唯一中国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在苏州十个区县的 151

所中小学校开展测评工作 ， 调查了中

小学 10 岁和 15 岁组的 7550 名学生 ，

同时开展了家长 、 教师和校长问卷调

查， 共获得 2.6 万多个样本。

数据显示， 中国学生在测评中的

表现亮眼 ： 总计 5 个维度 15 种能力

的分值在全球名列前茅 ， 共情 、 合

作全球排名第一 ， 责任感 、 毅力 、

包容度等也非常突出 。 在多项社会

与情感能力中 ， 中国学生的性别差

异也为全球最小 。

通过国际比较，扬长避短

那么 ，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学

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

结果显示 ， 参与运动类 、 艺术类

课外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创造性和

好奇心。 10 岁组学生参与运动类、 艺

术类课外活动带来的创造性和好奇心

的提升效果位列全球第一。

提高抗压力 ， 能够减缓学生的考

试焦虑程度。 从测评结果来看， 10 岁

组学生抗压力提高带来的考试焦虑的

减缓效果位列全球第一； 15 岁组学生

抗压力提高带来的考试焦虑的减缓效

果位列全球前三。

结果还显示 ， 共情能力能够提升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10 岁组和 15 岁组

学生共情能力提高带来的学校归属感

的提升效果位列全球第一。

10 岁组学生的毅力 、 情绪控制 、

信任 、 乐群 、 活力等 5 种能力能够有

效减少校园欺凌行为 ， 其效果位列全

球第一； 15 岁组学生的信任感、 合作、

活力等 3 种能力能够有效减轻校园欺

凌行为， 其效果位列全球第一。

谈及这些结 果 ， 袁 振 国 指 出 ：

“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 ， OECD

并不鼓励排名 ， 我们参与这个项目

也不是为了排名 ， 而是希望通过国

际比较 ， 扬长避短 ， 促进教育事业

发展 ， 促进学生发展 ， 促进中国教

育走向世界 。”

人生成功和幸福的基
础性工程要从小抓起

时下 ， 随着 “双减 ” 政策落地 ，

发展素质教育迎来良好时机 。 那么 ，

发展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在哪里 ？ 这次

研究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

题， 也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挑战。

比如 ， 从全球测评结果看 ， 学生

从童年成长到青春期 ， 考试焦虑会上

升 ， 尤其是女孩 ， 这些结果在各个城

市是一致的 。 乐观和抗压力与考试焦

虑负相关 ， 这个结果在各城市也都是

一致的。 又如， 10 岁组学生心理幸福

感高于 15 岁组。 从童年到青春期， 学

生的当前心理幸福感会下降 ， 乐观是

与学生当前心理幸福感最为密切的能

力， 其次是活力和信任。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 我们究

竟要培养怎样的人 ？ 如何教孩子一些

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储备 ， 让他们能够

充分应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 昨天，

通过现场连线， “PISA 之父”、 OECD

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

尔谈到 ， 对年轻一代来说 ， 是否具备

社会与情感能力将决定他们未来如何

应对飞速变化的社会 。 而 OECD 的这

项全球测评也揭示了一个道理 ， 即教

育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 因为 “社会

与情感能力并非终身不变 ， 它们可以

通过学习来塑造”。

研究团队建议 ， 要把提高社会与

情感能力作为人生成功和幸福的基础

性工程 ， 强调将其作为教育的基本内

容 、 基本任务从小抓起 ， 家庭 、 学

校 、 社区共同营造有利于孩子社会与

情感能力发展的良好环境 。 “在认知

能力 、 学业成绩评价方面我们已经形

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和操作系统 ， 而

在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评估方面 ， 无论

是内容 、 程序 、 方法 ， 还是工具 、 手

段 ， 都十分薄弱 ， 需要系统研究 ， 重

点加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黄忠

敬接受采访时表示 ， 从专业角度说 ，

此次全球测评得分不能简单地比较 ，

更需要的是专业解读 。 “测评数据只

是一个开始 ， 重点要将其转化为育人

实践 ， 为教育改革尤其是评价改革探

索方向。”

明确7种隐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
教育部印发《通知》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 ） “双减 ”

政策落地以来， 各地大力推进校外培训

治理， 取得初步成效。 但一些地方出现

了学科类培训转入 “地下”， 换个 “马

甲” 逃避监管等隐形变异问题， 影响政

策实施， 造成不良影响。 日前， 教育部

印发 《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

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 明确 7 种隐

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

《通知》 强调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须在培训主体、 培训人员、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等方面

同时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对照合规标准 ， 《通知 》 逐项列

举出 7 种隐形变异形态 ， 包括 ： 证照

不全的机构或个人 ， 以咨询 、 文化传

播 、 “家政服务 ” “住家教师 ” “众

筹私教 ” 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

训 ； 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违规开展

学科类培训 ， 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开

展有偿补课 ； 通过 “直播变录播 ” 等

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 组织异地

培训 ， 在居民楼 、 酒店 、 咖啡厅等场

所 ， 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

“一对一 ” “一对多 ” 等学科类培训 ；

以游学 、 研学 、 夏令营 、 思维素养 、

国学素养等名义 ， 或者在科技 、 体

育 、 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 ， 违

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 线下机构通过即

时通讯 、 网络会议 、 直播平台等方式

违规开展线上学科类培训 ， 线上培训

机构违规开展线下学科类培训 ； 以及

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隐形变异学科类

培训 ， 这是上述 6 种形态之外兜底的

情形。

《通知 》 提到 ， 根据学科类校外

培训隐形变异行为的隐蔽性 、 多变性

特点 ， 以及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 新

问题 ，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成立专

家委员会或指定专业机构 ， 对隐形变

异培训行为进行科学辨别 。 各地要按

照 “谁审批 、 谁负责 ” 的原则 ， 对学

科类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进行查处 。

对于证照不全的机构和个人 ， 根据国

务院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 的规

定予以查处 。 对跨区域违规行为 ， 由

培训机构审批地 、 违规行为发生地相

关部门共同查处。

教育部强调， 对隐形变异违规培训

行为， 要加大执法力度， 发现一起、 查

处一起、 通报一起。 各地要创新监管方

式 ， 推进 “互联网+监管 ”， 会同相关

部门， 探索将违规培训的机构和个人信

息，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

联合惩戒， 坚决防止隐形变异违规培训

行为蔓延。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9 月 9 日 星期四 7编辑/惠逸伦教育 卫生

情定医科，更多00后“医路报国梦”被点燃
申城医学院迎新生，各地“学霸”因新冠疫情更深刻认识到医学的重要性

又逢开学季，一批医学新生踏入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记者昨天从校方获

悉，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许多考生

更深刻认识到医学的重要性，确立“非

医不读”的志向。 有人整张志愿表就填

上海交大医学院一所学校；有的是双胞

胎，互相鼓劲，双双成功考取……

上海交大医学院 2021 年高考录取

结果显示，全国 30 个招生省市中，近三

分之二省市的临床医学类专业录取分

数线高居综合性大学前 5 位；多个省市

录取临床医学专业的新生高考成绩达

到省前 100 名。

记者还从交大医学院获悉，该校录

取的上海高分考生的人数逐年增加 ，

“学霸”纷纷情定医科。

“挽回一条生命的成就
感”，非医不可！

今年，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的双胞胎姐妹衣方、衣圆，双双被上海

交大医学院录取。 报志愿前，曾有师长

善意提醒“医学路艰难险阻”，姐妹花非

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更坚定了读医的志

向。 在她们看来，能体会救助病患的快

乐，满足“被需要”的心理，从而实现自

我价值，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

同为今年的新生，来自新疆昌吉州

第二中学的李娜说，挽回一条生命的成

就感，是除医学之外的任何工作都无法

给予的，太伟大了。谈及漫漫学医路，李

娜坦然准备接受一切挑战，“学医大概

是一条以吃苦耐劳的医学生为起点，以

救死扶伤的医生或知识渊博的医学学

者为终点的单向二维进化之路，具有零

岔路、零捷径的属性，往往会使享乐主

义者绕道。 ”

毕业于上海市建平中学的王瑞珂

说，自己就出生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一直感觉与医学院很有缘

分。 对医生这个职业， 她亦充满向往：

“既然是人们的刚需 ， 那就是我的责

任。”当然，对于入读医学院后即将面临

的压力与挑战，她坦言，已做好充分思

想准备，毫不畏惧，满心期待。

“模糊的向往,在疫情洗
刷下愈加明晰”

在今年上海交大医学院迎来的新

生中，不少人坦言，学医情结因此次新

冠疫情的发生而更加坚定，更被广大医

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情怀深

深感染。 之所以报考医科，就是希望有

朝一日能加入这些白衣天使的队伍

“战”在第一线。

来自湖南省长郡中学的曹宇萌将

入读上海交大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她

的父母都在当地疾控中心工作。新冠疫

情暴发后，她看到父母日以继夜地坚守

岗位， 有时甚至一个多月都无法回家，

这让她深深意识到疾控工作的重要性。

高考之际，曹宇萌决定接过父母的“接

力棒”，成为与父母一样的人，在预防医

学领域书写自己的篇章。

来自江苏省启东中学的薛婷瑜，小

时候对“医生”一度畏惧，长大后在阅读

医学著作时体会到医学的伟大，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则成为她立志学医的“催

化剂”。 “模糊的向往，在疫情洗刷下愈

加明晰！”薛婷瑜说，“面对新冠疫情，没

有谁是天生的勇者，但总有人用热血融

化恐惧。我愿意成为一名这样的医生。”

来自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的黄浩

男也是因为这次疫情而决定投身医学。

“历经新冠疫情的冲击， 目睹或耳闻白

衣天使的战‘疫’之行，心中的学医梦一

下子被激发、被点燃。”黄浩男的高考分

数很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他高

考填写的唯一志愿。

毕业于上海中学的郑玮今年以高

考 613 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交大医学院，

他笑言，这是“圆了十多年的梦”。“我的

幼儿园在重庆南路，就在上海交大医学

院隔壁， 每天上下学总能看到这所学

校，这记忆其实是非常深刻的。 我求学

之路的开始，就和交大医学院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做医生是我儿时起的梦

想。”如今，郑玮从一个在围墙外侧张望

医学院的小男孩， 变成了医学院的一

员，梦想成真。

医学路道阻且长， 但因对医学的

热爱、 对生命的敬畏， 总有一批批年

轻人前赴后继地走上医学路。 “健康所

系， 性命相托”， 如同这句誓言， 交大

医学院勉励每位新生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 涵养道德情操， 掌握扎实学识，

秉持仁爱之心，努力成为不负时代的卓

越医学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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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

黄浩男高考填写的唯一志愿。

荩双胞胎姐妹衣方、衣圆被

上海交大医学院录取。

为创业者搭建事业出彩舞台
（上接第一版） 对存量工业、 研发用地

提高容积率的， 根据持有比例， 经临港

新片区管理机构决策， 可减免增容土地

出让价款。

经过多轮专家和部门意见征询

会 ，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通过了地块更

新报告 ， 不光容积率可从 2.0 调升至

3.0， 用地性质也从科研设计转为通

用研发 ， 这也让园区有了更多可施展

空间 。

根据新方案 ， 新建楼宇包括一幢

15 层和一幢 17 层高楼， 与原有两幢高

层建筑形成 “层层递进、 螺旋上升” 的

格局， 另一幢 5 层裙房内拟设置 1.8 万

平方米公共配套区域， 增添包括餐饮、

零售、 职工食堂、 文化设施、 公用营业

网点设施和体育设施等新空间。

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心争取今年年

底完成园区一期项目的整体拆除， 2024

年底前， 2.0 项目将竣工投入使用。

两大中心迎来新的爆发点

2019 年 12 月 24 日 ， 由国家技术

转移东部中心、 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临

港集团和上海技术交易所共建的全球跨

境技术贸易中心在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

心揭牌运营。 同日， 上海临港科技创业

中心整体揭牌转型， 成为新片区首个面

向国际的离岸科技孵化基地。

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的发展目

标 ， 是构建集技贸 、 研发 、 企业 、 金

融、 人才 5 个服务中心于一体的世界级

跨境技术贸易枢纽。 屈林介绍， 计划吸

引国内外与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相关机

构落地临港， 并为外籍科学家、 企业家

和技术项目提供全链、 全过程研发支撑

服务， 在临港新片区配置全球研发和技

术贸易相关资源， 推动研发产业发展，

加速 “卡脖子” 高新产业项目的研发进

程。 “目前， 上海技术交易所国际贸易

中心板块已落地临港， 我们希望临港能

成为外汇货币资本和全球跨境技术自由

兑换和交易的枢纽平台”。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上海临港科

技创业中心积极运用科技服务联动区域

科技资源 ， 搭建集信息共享 、 金融创

新、 技术转移及人才培育、 知识产权服

务于一体的区域化创新服务平台， 加快

促进长三角创新要素跨区流动及科技资

源的协同发展。 同时， 与加拿大西捷国

际集团等进行战略合作， 为优质海外项

目落地中国搭建桥梁， 已引进 3 家企业

入驻临港新片区， 并与意大利商会、 加

拿大商会密切交流， 促进国际合作、 外

企引入， 持续推进离岸孵化基地的招商

引资工作。

屈林介绍， 目前， 上海临港科技创

业中心定期举行国内外企业家视频连线

会议和企业家沙龙会议， 已成为面向世

界的技术交流、 学术交流、 学术互访、

企业家 “走出去 、 请进来 ” 的服务平

台。 而在园区升级改造之后， 上海临港

科技创业中心还将持续深化、 丰富自身

的孵化平台， 让每一位创业者找到能够

出彩的舞台。

各类主题公园生发人民城市建设新场域
（上接第一版）黄浦滨江，远望号船坞东

侧， 因地制宜改造为滑板主题时尚运动

公园，将于 9 月中旬开放，冬季还将制雪

造冰，普及冰雪运动；市中心雕塑公园，

高水准雕塑展品主动“走”出公园，深入

街角巷尾，扮靓城市细部空间，推动公共

空间品质提升；围绕着上海音乐学院、上

海交响乐团、 黑石公寓的音乐主题街区

公园逐步成型， 将以街区整体面貌展现

“城市生活的律动”……

以大规划大思考起笔， 在小细节小

空间 “绣花”。

各类主题公园的涌现， 正体现着超

大城市在设施布局及理念手势上的一种

创新、 变革。

少有人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上海

能冠以“公园”的区域，掰着手指都数得

过来。 彼时， 人均公共绿地 0.132 平方

米，大抵只够放一双鞋的面积。 此后，人

民公园、和平公园、长风公园逐个亮相，

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增至 1.11 平方米。 截至 2020 年底， 全

市已拥有 406 座公园和 7 座郊野公园，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 8.5 平方米 ，

“长” 成一间单人房的面积。

数据可观的同时， 公园面貌和姿态

亦更为丰富， 其中不少正是以改造城市

“边角料” 而生的主题公园。

长期关注城市规划设计的华建集团

副总裁周静瑜说，城市自然发展过程中，

势必会因建设、拓展而伴生出种种“低效

用地”，如：河道缓冲区、道路隔离带、桥

荫及屋顶、粗粝钢筋水泥交织成的“灰色

空间”等。 结合城市更新，如何充分改造

利用这些“低效用地”，激活其内在活力

动力，带动区域整体提升？这是当下公园

城市建设的发力点所在。 在建中的世博

文化公园， 华建集团环境院参与设计的

土地空间再利用更新项目之一， 也正体

现了这样一种革新理念。

一句话，对于单位土地的价值塑造，

成了未来城市竞争力的关节点之一。

边角料成“网红”，述说一
种极具开放包容的小确幸

违搭林立 、 垃圾杂物满溢……以

往， 高架桥下、 断头路、 社区夹弄， 是

城市空间中难以名状的 “尴尬存在 ”。

结合公园城市建设， 它们因地制宜、 各

展所长， 实现了功能重塑、 形象再生，

更因融合进运动 、 文化 、 休闲 、 商业

等要素 ， 成为带动一方区域发展的新

动能。

长宁区， 中环高架下， 结合滨水岸

线改造， 引入专业建设运营方， 入驻洛

克公园， 3 平方公里的 “桥荫空间” 因

植入 “街区文化、 休憩体育” 等功能，

成为无数年轻人热衷的网红运动场。

更多工业岸线、 科技园区内原本粗

粝的工业用地， 也因更新利用而成为展

现城市软实力的 “空间代码”。 开出一

个， “爆款” 一个。

徐汇滨江， 原本有 7 个单调的储油

罐体， 为机场提供燃油补给。 结合滨江

岸线开发， 历经数年打磨， 这里成了艺

术主题公园。 罐体最大程度保持了工业

痕迹和原始美感， 新增舷窗开洞， 形成

外立面独特 “表情”， 同时与周边覆土

绿化联接， 塑造出一个无边界的艺术空

间 ， 人 、 艺术 、 自然融洽共存 。 特别

是， 它与周边星美术馆等艺术设施共同

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 有利于积极推

动文化内容生产， 并带动起滨江腹地的

产业生态。

边角料成 “网红” ———这背后折射

的是一种可持续的 “城市再生模式 ”，

摒弃大拆大建， 聚焦公共空间社会文化

内涵的植入与再造。 不仅优化了城市空

间资源布局， 也在一种极具开放包容度

的语境下， 形象叙述着： 城市生活、 发

展的品质与幸福。

“这就是一种软实力。” 周静瑜说，

上海经历了城市公园体系快速丰富和发

展后 ， 未来将以人为本 ， 紧扣 “碳达

峰 ” “碳中和 ” 目标 ， 坚持绿化 、 彩

化 、 珍贵化 、 效益化 ， 完善市域体系

“环、 楔、 廊、 园、 林” 生态格局， 也

将涌现更多特征鲜明的主题公园， 改善

人居环境， 提升生态建设水平。

承载起“每个人的世界”，
提升区域归属感和共情能力

孙轶家， 维亚景观首席设计师、 合

伙人， 曾主持设计了徐汇中环绿廊、 浦

江郊野公园奇迹花园主题景观、 黄浦江

东岸滨江部分岸线景观及滨江城市客

厅。

在他看来， 相较于郊野公园， 对于

高密度的中心城区来说， 主题公园、 口

袋公园的出现， 不是单体项目的建设，

更体现为一种对资源的有机串联、 统筹

管理、 持续利用， 生发出更开放融合的

人民城市建设新空间、 新场域， 也是提

升人们区域归属感、 共情能力的一种精

神层面的新场域。 “一方方小公园， 真

正承载起每个人心里的小世界”。

坐凳选用热传导较慢的白色预制混

凝土， 木质靠背倾斜精准到 15 度， 不

会冬冷夏烫， 坐久也不累； 根据区域冬

季日照分析而调整座椅设置， 确保老人

们冬天始终 “孵” 在暖阳里； 儿童趣乐

场地， 区分低幼龄及大童的游玩设施；

健身步道环形设置， 不仅移步易景， 还

设立智慧健康监测及互动设施； 唯一的

廊亭活动空间， 顶部以雾化玻璃确保冬

暖夏凉； 公园正中的场地， 既是个开放

式剧场， 也藏着夏月 “喷泉” ……

乐山路 、 乐山支路口 ， 一方原本

“颓旧” 的老场地， 经设计更新、 功能

重置， 打造成一个全时段游憩、 全年龄

共享、 全空间造景的生活主题公园， 将

于 9 月底揭幕。

设计师充分打开原有围墙， 嵌入周

边居民及商圈白领日常所需 ， 叠加社

交、 亲子、 健身、 文娱等复合功能。 特

别是从设计之初， 就注重听取群众需求

和意见， 实施过程中设立沟通群和意见

箱， 一个个金点子、 微心愿就此从图纸

上落到现实中。

设计师借鉴周边乐山社区的文化要

素， 提取出 “山水际会、 众乐之源” 的

整体设计理念和文化标识， 居民们按捺

不住得意： “社区第一次有了标识， 这

个公园就是我们的品质和品牌。”

全市层面， 未来将有更多此类 “主

题小公园” 深入社区， 从规划、 设计到

建设 、 运维都将由居民及白领全程参

与、 自我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