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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泰州市素质教育“5+2”工
程意见颁布十周年。往事并不如烟，
我与泰州素质教育“5+2”工程的诸多
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2013年 8月底，组织安排我到泰州
市教育局基教处任处长。11月，奚爱
国局长要求我们思考推进全市素质教
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办公室的
邹京明同志在起草《泰州市教育局
2014年工作要点》时，也多次来与我们
商量这件事。我开始也是一头雾水，
想了许多说法，但都不妥，最后就提了
个“素质教育品牌项目”，奚局长很认
可，但在“品牌项目”下面又画了一条
线：“品牌项目究竟是什么内容？”

我又找了上海、南京、深圳的许多
资料，思考了很长时间，吸收了许多人
的建议，思考出“五大行动”的总体框
架：主题德育行动、自主课堂行动、实
践体验行动、青春活力行动、未来素养
行动。

转眼到了 2014年春节。奚局长出
了许多题目，要求各处室春节期间做
好准备，节后上班在全局大会上汇报。
我们基教处的任务是如何推进全市的
素质教育。

正月初二至初五，我与副处长蔡
俊不断修改汇报文件，完善发言内容。
直至今日，让我印象深刻的有 4点内
容。一是把总体目标确定为“致力为
新一代泰州人着底色、为教育转型升
级‘163’行动添亮色、为泰州教育创特
色”。二是受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本
汇编的启发，将总体思路确定为“整体
设计、区域推进、学校突破”。三是为
了把责任落实到各市（区）和基层学
校，同时也受朱永新教授“教育进步的
根本在于学校的微创新”这句话的启
发，我们设计了两个“抓手”：区域推进
展示机制和学校微创新激励机制。四

是因为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五大行动”
和“两大机制”，便把工程取名为“素质
教育‘5+2’工程”。

汇报会上，我们的设想得到大家
的一致认可。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
了文件初稿，在征求各市（区）同行的
意见后，市教育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
讨论。讨论时奚局长要求将“自主课
堂行动”改为“自主学习行动”，修改后
的意蕴更丰富，且在“未来素养行动”
中增加了“卓越素养”的内容。

文件发出后，有人评价好，也有人
有微词，认为“五大行动”有包含与被
包含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在分管
副市长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时任泰
兴市教育局副局长夏立新（后任局
长）、兴化市教育局副局长陆仁杰、姜
堰区教育局副局长林忠玲、靖江市城
北小学校长张桂琪、靖江滨江学校校
长赵光礼以及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校长翁光明（现任市教育局副局长）一
致认为，泰州教育太需要一面旗帜了，

“5+2”工程是泰州素质教育的核心主
张和个性表达，有高度、有重点、有开
合度、有包容性，特别重视基层实践，
特别鼓励基层创新，大家不要再争论
了，做起来再说。

2023年，我在 2021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
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
中，看到“未来素养”和“有未来素养”
的表述，这说明当时我们提出“未来素
养行动”还是很超前的。

为了迅速推进工程的落实，2014
年下半年，我们开展“五个一活动”，即
实施一项评估考核，组织一次学习培
训，开展一次参观考察，举行一次现场
观摩，策划一次集中汇报；实施“两项
推进策略”，即“示范引领、点面结合、
滚动推进、逐步深化”的推进策略和

“单兵独进与合力推进”相结合的推进
策略。

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
件事。一是市教育局邀请张家港实
验小学以及杭师大附属学校的校长
来泰州介绍学校文化建设和自主作
业设置经验，让小学办学找到前进的
路标，也为学校微创新案例征集提供
范式。二是启动常年征集学校微创
新实践案例工作。如泰州市实验小
学“作家进校园”、泰州市海陵学校

“三进”工作法、靖江市城北小学“无
书面作业日”、泰兴市襟江小学“徐小
平学生奖”、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三问三学”思维课堂教学模式等，这
些案例具有鲜明的典型意义。三是
组织开展“2014年全市素质教育‘5+
2’工程汇报展示周活动”。各市（区）
的展示活动安排在年底，我把活动编
排串联起来，在全市开展“2014年素
质教育‘5+2’工程汇报展示周活动”，
8天共有 25所中小学面向全市汇报
展示成果，在全市形成实施素质教
育、谈论素质教育的热潮。

2015年，鉴于泰州是教育部义务
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实验区，加之有素
质教育“5+2”工程的实施基础，教育部
决定在泰州召开全国义务教育改革发
展现场经验交流会。

2015年 8月，我到市教育局办公室
任主任，为推进“5+2”工程主要做了两
件事：一是协助召开全市素质教育“5+
2”工程理论研讨会，和办公室邹京明、
谢道权、姚小林等 3位同仁一起撰写
《为了步稳行远——全市素质教育“5+
2”工程理论研讨会综述》；二是邀请江
苏教育报刊总社记者到泰州采访报道

“5+2”工程开展情况，于 2016年 1月 13
日在《江苏教育报》头版头条推出长篇
通讯《打造区域推进素质教育的“泰州

样式”》。
2016年 8月，组织安排我到泰州二

中当校长。当时在设计素质教育“5+
2”工程时，尽管说在全市中小学实施，
但我们内心还有点保守，重点放在义
务教育学校中。普通高中高考压力
大，是否参与、怎么参与、多大程度参
与，我们对这些问题心中都没底。可
是到学校一段时间后，包括在谋划四
星高中创建迎评时，我越来越感到普
通高中实施“5+2”工程很有必要。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与高考也没有
矛盾。随着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
新录取的实施，推进素质教育“5+2”工
程显得更有必要。

我在泰州二中任校长的 5年里，一
直以“办一所气象万千的新时代高中”
为总体目标，学校每年面向全市高中
和市直学校展示素质教育“5+2”工程
成果，“仪式+”“三园（稼穑园、芳草园、
桃李园）课程”“红楼梦节”“家长节”等
许多内容被评选为泰州市学校微创新
优秀实践案例，学校被评为素质教育

“5+2”工程先进学校。在 2017年 2月
27日召开的年度全市教育工作会议
上，泰州二中就推进素质教育“5+2”工
程作交流发言。

正因为有“5+2”工程的基础，我
在泰州二中期间除了实现学校整体
搬迁、生源质量显著改善等目标外，
学校还创建成省四星高中、省文明校
园、省智慧校园、省艺术特色校、全国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以及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文化育人的
经验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中小学德
育工作典型，先后接待北京、黑龙江、
新疆、陕西等省（市）许多学校同仁参
观考察。

（作者系泰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
员、发展规划处处长）

当前，人口老龄化、家庭功能弱化、
生育率下降等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
发展的长期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婚恋和家庭是人类维系社会的
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以上各种问题的
重要起因和结果。大学生是未来婚恋关
系的重要群体，也是构成家庭关系的基
本单元。加强该群体的婚恋家庭素养教

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和
发展观是解决当前婚恋问题乃至人口问
题的重要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扬
州大学副教授左红梅的著作《学会成长
学会爱——新时代大学生婚恋家庭素养
教育》，将目光聚焦新时代大学生的恋
爱、婚姻与家庭教育，深入而系统地从理
论和实践等维度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人生
建议。

学生承担着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体
等不同主体的多重期盼，大学不仅是青年
人恣意畅游的知识海洋，也是他们学习和
练习各种社会技能，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体
乃至脊梁的过渡空间。作者在书中紧紧
围绕婚恋与家庭和“爱与被爱”两个关键
词，以 26年辅导员生涯的点滴感悟与心
灵之声，引导大学生走好成人成才“第一
公里”。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新时代
大学生婚恋家庭素养培育的基础理论作
了叙述，但又没有过多地和理论进行“缠
斗”，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书写经过实践
检验有效的事例和案例，从更丰富的实践
视角去说明全书的主题，以及全书所要达
到的最终目的——教会新时代的青年大

学生“学会成人学会爱”。“哲学家只是解
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书鲜明的
实践品格跃然纸上。

作者认为，教育最独特的魅力在于
心与心的碰撞，爱与爱的感染。深入细
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仁心爱人”的情
怀在字里行间中处处展现，“择偶”“生
育”“恋爱经济观”“教育焦虑”“内卷”“考
研”“宿管阿姨”等等话题，哪一项不是新
时代青年大学生所面临的困惑与选择？
哪一项又不是困扰着青年大学生成长的

“疑难杂症”？如此贴近学生的现实，贴
近新时代大学生的所需所求，“以生为
本”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彰显。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
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家庭
之事不只是一门一户的事，而是事关全
局的国家事、天下事。只有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之处，中
国梦才会实现。因此，加强家庭教育，尤
其是加强青年大学生这一民族未来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家庭素养教育、家风养
成教育，直接关涉家庭文明教育的成败。

新时代大学生家庭素养教育的“第

一公里”是正确婚恋观的塑造。尽管我
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在
大学生的婚恋观养成上一直还存在或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婚恋消极态度、物
化倾向、异性交往能力薄弱等。如何帮
助大学生破解这些问题、形成更为正确
的婚恋观，对家庭素养教育而言至关
重要。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与婚恋观
和家庭观密切相关的是大学生的思想观
念以及人际交往能力。要有“爱的能
力”，离不开思想观念的“正能量”，也离
不开良好的社会适应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

《学会成长学会爱》并没有将目光单
纯聚焦在婚恋观上，没有为大学生的婚
恋观提供“爱情宝典”和“爱情三十六
计”，而是站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全人”的
角度思考论述大学生的婚恋观和家庭素
养养成。从这一点而言，全书所呈现的
观点已经从传统婚恋观养成的研究中突
破了出来。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
教育首席专家、二级研究员，中国家庭教
育学会副会长）

我与泰州素质教育“5+2”的那些事

回到老家，我的车子就停在门前的水泥晒场
上，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十来分钟的工夫，就可以
到镇上走个来回。

离家十里的集镇，现在是本地农副产品集散
流通的重要枢纽，水陆交通畅达，两条省道、一条
县道交会于此，还有一条大河通江达海。可我们
小时候想从家里去一趟镇上，实在不易。

大人要上一趟集镇，买些油盐酱醋、针头线
脑，老早就会在嘴里念叨筹划。这让我们如猫爪
挠心，早盼晚盼，盼的是能够跟着上一趟街，饱饱
眼福口福。心中想象着那花花绿绿的布店，香气
弥散的烧饼炉……多少次都会在梦中笑醒。可
是，这样的期盼总是显得那样漫长，往往一两个
月后才得以成行。因为门前的那条上街路，实在
太难走了，全程需要步行不算，还得赶上连续多
日放晴。

我家住在镇子的西北方向，通往集镇的是荒
草地中的一条土路。这条路是早先赶海人在茅
草中踩出的，弯弯曲曲，高低不平，踩实的路面比
两边低，雨后总是汪着水，中间不少坑坑塘塘，太
阳不连续晒上三五天，根本无法落脚。

顺着这条路去镇上，途中经过一条泄水河。
七八丈宽的河面，河坎下筑了一道矮矮的泥坝，
中间搁着一条二尺宽三米长的木板。秋冬枯水
季节，行人走到坝下踩着板子过河。春夏季雨后
水涨，矮坝淹入水下，道路就完全阻断。实在碰
上无法拖延的急事，男人走到河边，脱下衣服，顶
在头上游过河，到对岸再穿上衣服赶路。女人和
孩子想在发水季节上街，绝对没门儿。

上小学时的某年冬天，队里挨家挨户通知准
备玉米秸秆，说是有外来民工来筑路。几天后，
果然来了不少民工，在工地两边人家灶头上搭
伙。白天，他们在盐碱地里就地开沟，覆土修路，
晚上就睡在我家外间秸秆铺就的地铺上。十几
天工夫，一条南北向四米宽的“公路”就修成了。

说是“公路”，其实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土路。
新修的路，雨天满是泥泞，晴天尘土飞扬。有好
多年，我们走这条路到村小上学，脚下总是腾起
漫天尘土，放学回到家中，尘灰满面，只能看到两
只眼睛在骨碌碌地转动。

土路修好后隔了多年，政府号召筹集碎砖，
解决泥路的“晴通雨阻”问题。大人忙着翻挖一
些老旧的房基，我们在上学路上总是带着一只竹
筐，放学后到处寻觅野外散落的碎砖块。最终，
在四尺宽的土路中间，铺上了一道窄窄的碎砖
路面。

后来，随着农村经营模式变化，农业结构改
变，人们盼望机动车也能够开上田间地头，这种
需求催生着农村道路的升级改造。世纪之交，全
省实施“乡通公路”工程，构建和完善县城到乡镇
的公路网络。离我家不远的县道，开始实现低等
级的“黑色化”。又过了几年，老家旁边那条四尺
宽的土路，开始实施路面硬化，由省、县、镇几方
面出资铺设水泥路面，进行桥涵改造，最终实现
了机动车进入田头的梦想。

现在，开到地头装载西瓜、蔬菜的大卡车在
平坦的公路上畅行无阻，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
的小汽车在村道上川流不息，人们的脸上洋溢着
发自内心的欢欣。

门前一条“上街”路，见证着乡村的发展史。
由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变成如今四通八达的平
坦大道，路上洒落着几代人勤勉奋斗的汗水。抚
今追昔，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我们深感欣慰与
自豪，同时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与期待。愿
这条“上街”路继续见证着乡村的明天，更加美
好、更加辉煌。

走好大学生家庭素养教育的“第一公里”

■孙云晓

““风风””光无限光无限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夏日微风
■丁鑫鑫

转眼已经入夏，目光所及，满眼皆是蓬
勃而发的盎然绿意。漫步校园，白玉兰、樱
花、紫藤、梨花、山茶……花儿们渐次凋零，
化作春泥滋养大地。古人多惜春伤春，其实
大可不必，告别春天，不停留在过往的悲欢，
大大方方、满怀希望地迎接热情的夏天，岂
不美哉？春已去，姹紫嫣红一笔勾销，万般
热闹变成夏日的序曲，高饱和度的绿才是夏
日的主打。夏日微风，也成了这个季节不可
或缺的角色。

夏天的风是绿色的。如果你站在高处
远眺，大片的丛林绿叶随风而动，如碧波荡
漾。近处是明艳，远处是暗沉，风的存在，让
这片绿增添了绵延起伏的层次感。顺着树
干的方向仰望而去，天是清澈的蓝，叶是鲜
亮的绿，二者是绝妙的色彩搭配。风吹叶
动，树影婆娑，簌簌声中叶片仿佛被逗笑的
天真孩童，正捂嘴耸肩偷着乐。绿叶是主
体，天空成了绝美的背景板，微风则是这幅
画的点睛之笔。风的居中调和，让蓝色与绿
色交错辉映，色调温润地浸入你的眼，搅动
起心中的涟漪，更添几分清爽的惬意。于
是，便可在仰望中沉醉于微风，忘却眼前的
苟且，卸下暂时的狼狈，任凭风轻轻吹走身
心的倦意。

最近，有好几次微风吹拂的瞬间，一种
舒展洒脱的快乐直击内心。都是些怎样的
风呢？也许是余华笔下炎热夏天里自由的
穿堂风，也许是朱自清笔下掀起衣袂的新鲜
微风，也许是晏殊词句中的“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也许是诗僧笔下的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许
是某个晚归日子里我在黑夜中写下的“月明
星稀漏疏影，蛙声一片抚凉风”。夏日微风
的气息里，有诗意的浪漫，有自由的呼唤，有
生活的琐碎，有时光的点滴。

此时此刻，一阵微风席卷着夏天的温度
拂面而来，将我的思绪拉回当下。考场里孩
子们正在奋笔疾书，试卷翻动的哗哗声，笔
尖划过的唰唰声，窗外空灵的啾啾声……夏
天的风将这些声音一并打包，揉捏成一团送
进耳朵，填满我的脑海。

这群孩子正在经历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这样的场景，年年岁岁皆相似，只是夏日微
风拂过的人儿，岁岁年年皆不同。岁月不
居，时节如流。莘莘学子，迎来送往。

风轻轻掠过少年的脸庞，撩拨少女的发
梢，又调皮地去捉弄窗纱。被风掀动的窗帘
更有夏天的感觉，被风吹过的夏天才更有诗
情的缱绻。

夏天的微风，就这样一遍遍地吹进他们
的一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愿夏日
微风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明媚。

看园丁 台

■戴荣

行教育 思

共好书 赏

■王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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