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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儿童友好、系统思考、高质量发展为价值理念，运用“个体学习循环”、“成长上限”、

“富者愈富”、“舍本逐末”系统基模解构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动态性复杂现象，提出构建儿童友

好学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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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ild friendliness，systematic think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value concept，

using "individual learning cycle"，"growth upper limit"，"the rich the rich"，" the system of the process of many 

dynamic complex phenomena，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child-friendl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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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已达到历史高位，整体发展水平

已跃居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应试教育和单一考核评价

制度的导向和驱动下，基础教育各学段往往以学习成绩作为评

价依据和标准，以下一学段的升学率为培养目标，较少关注学

生更长远的未来和多方面、可持续的发展，难以满足社会的多

元价值需求。系统基模可用于描述教育现象中各种动态性复杂

问题背后的简单结构，揭示处理问题的关键解所在。 

一、“个人学习”循环 

考夫曼将个体学习视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过程可

以描述为“见一解一思一行”的循环（简称 OADI 循环），即

个体首先通过观察事物或体验具体经历，对得到的素材进行理

解、评估、赋义、深入思考，并与现有知识连接形成结论或假

说，这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第一次飞跃；然后，再将理论付

诸实施并观察行动的结果或成效，以检验概念或理论的真伪，

这是第二次飞跃。如此经由一次或多次反复，形成主体对这个

世界的认知，并提高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因此，启动个人学习的循环的关键是深入、全方面、有效

的观察或体验。但当前儿童教育空间存在着如集约型的工业化

特征、刻板的静态化特征、单一的知识传授型，狭隘的空间封

闭型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和丰富，一些诸

如“情境学习、互动交流”等教学形式可以通过提高学习互动

性和趣味性，但由于儿童缺乏足够的活动空间，各类配套措施

配备不齐，无法实现通过直观感受与自我体验启动学习循环。

所以学校建筑和设施应随着育人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儿童友好

学校在对儿童教育空间设计时将“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融入

进来，在寓教于乐的设施中促使儿童更好成长。 

DOI:10.12238/jief.v6i8.9614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 ISSN: 2705-120X（O） EISSN: 2705-1196（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二、“成长上限”基模 

成长上限基模式描述了一个在过程最开始加速增长，然后

成长开始趋缓，逐渐停滞或反复震荡，甚至逆转、加速下滑并

崩溃的状况。成长上限的一般系统结构包括一个促进行为成长

的增强回路和一个抑制成长的调节回路。但是，根据系统思考

的基本原理，没有任何一个增强回路可以永无止境地运行下

去。具体到学习领域，我国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一直存在着课堂

教学重知识灌输、轻构建过程的现象，学生长期在传统的教学

模式——讲授式下学习，只需听从教师的分析咀嚼，没有架构

自己的思维。另外，作业设计不合理，以机械式的抄写、背诵

与大量刷题或超前学习为主并以此取得高分。结果就是初期的

努力会提高技能和绩效并获得成就感，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

即促进成长的增强回路（R1），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加，一段

时间之后过重的学业负担导致相对进步速度变慢，致使学生情

绪受挫，严重影响学习兴趣和身心健康，该回路为抑制成长的

因素（调节回路 B1）。 

作业

技能

分数

学习的
积极性 相对进

步速度

学习
兴趣

+

+

+

-

+
+

+

难度

+R1

B1

 

图 1  “成长上限”基模 

因此，应对成长上限的原则是提前预见到可能存在的障碍

因素，采取措施，即当系统已经处于成长上限的结构时不要强

去推动“成长”，应设法去除或减弱限制性因素的影响，必要

时要以降低成长的速度为代价。这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和

“双减”政策的立意根源所在，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

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强化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做到“控量”

和“优质”并行。 

三、“富者愈富”基模 

“富者愈富”基模是指两项活动争夺有限的支持或资源，

较为成功的一方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越来

越好）的现象；另一方则陷入资源越来越少、指数级衰败（表

现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中。双方均处于一个增强回路中，但

一方所处的是良性循环而另一方相反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教育

学领域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富者愈富”基模的一

种典型表现。老师倾向于关注“好学生”，学生潜移默化地受

到启发和鼓励，自我认知良好，行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不

知不觉地更加努力学习，结果就有了飞速的进步，处于一个良

性循环之中（R2）。但有意无意的忽视而使“差学生”受到负

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从而表现得更为消

极，结果也变得越来越差，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陷入恶性循

环之中（R3）。再如，“好学校”会吸引“好学生”、“好老

师”，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变得越来越好；相反，“差学校”

则陷人得不到资源、师资和条件恶化、生源质量下降、表现更

差的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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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富者愈富”基模 

应对“富者愈富”基模可通过改变双方成功的评价标准，

寻找或建立平衡双方绩效表现和发展的上层目标，以更大的目

标引导双方合作而不是竞争。儿童友好型学校认为无条件的被

尊重和被重视是每一个学生应有的基本权利，通过营造包容和

友好的学校文化，重视儿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积极促进教育

公平。 

四、“舍本逐末”基模 

“舍本逐末”基模是指为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快速见效的

治标方案（症状解），虽然达到现状与目标间的契合，但如果

经常使用就会使得一些长期的根本性措施（根本解）逐步失效，

即短期内问题的解决是以损失事件本身持久发展的动力和存

在的价值与质量为代价的。 

具体到教育领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更多富有责任感的拔

尖创新人才，而当今教育最为流行的“权宜之计”，是运用标

准测试，跟踪评估结果，并强化教育绩效。“唯分数论”导向

下部分学校“为考试而教学”的原则分班，为考试进行集中训

练和演练提高短期成绩，但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或过高的压

力；对于违反纪律的学生，采取惩罚措施；害怕承担学生课间

玩耍时受到意外伤害的责任，限制低年级学生的的活动等；这

种机械式、被动的解决方案短期内提高学校效果，但也取代了

课堂的创造力，长期以来会降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

实现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陷入“舍本逐末”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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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舍本逐末”基模 

应对“舍本逐末”基模应从发展的视角出发，用“根本解”

方案代替“症状解”的措施，避免副作用出现。儿童友好型学

校从儿童一生的成长发展视角来看待学生的教育，以儿童为学

习主体，通过积极参与，提高内驱动力，实现全面发展。 

儿童友好学校是一项服务儿童生命成长的系统工程，但发

展高质量教育仅仅依靠构建儿童友好学校是不够的，只有通过

顶层设计，破除一切制约学校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

和体制机制弊端，“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

评价、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才

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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