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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促进孩子身心的全面发
展？对于家长来说，这不应仅仅是一
个观念，还应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
理。儿童在生理、认知、情感、社会几
个方面的发展是紧密相关、互为影响
的。尤其是越小的孩子，整体化发展
特征越明显。对大脑神经机制的科学
研究，深刻揭示了儿童大脑整体性发
展的规律。

作为家长，需要深刻理解和思考
儿童整体性发展的理念，并为他们的
身心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教育，才
能真正解决在育儿上的拔苗助长、急
功近利等问题，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
全面发展。

脑科学原理帮助我们
认识儿童学习的规律

研究证明，大脑是按整体性原则进
行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神经元作为人
脑信息处理的基本功能单位，迁移到大
脑不同区域特定的位置，与其他神经元
之间建立联结，从而承担和实现特定的
大脑功能，于是我们才会有感知、动作、
语言、情绪、思考等心理活动。

大脑具有跨多个领域的工作机
制，主要是指大脑的学习依赖于神经

环路与神经网络的建构。孩子一般是
从基本的单一感官刺激到神经元之间
建立广泛联系、相互联结，再进行信息
加工和整合，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大脑
的工作原理。

脑科学研究证明，刺激越多，电冲
动越多，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就越多，神
经网络就越发达，从而形成大脑功能
系统的基本框架，这是大脑可塑性的
重要来源，也是个体学习和智力的生
物基础。幼儿由于感觉、动作的发展，
有更多机会与周围的客观世界进行互
动，从而在大量的环境刺激下，不断建
立越来越发达的神经网络。所以，幼
儿阶段被称为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

由此可见，如果只是把孩子的大
脑当成容器，一味地灌输知识来把容
器填满，实质上违背了儿童大脑发育
和学习的规律。既然了解了儿童大脑
整体性工作的机制，我们就应该为他
们提供适宜的环境刺激，用正确的教
养方式来促进他们身心和谐发展。

通过生活体验
提升学习的过程性与整体性

研究发现，环境的刺激作用可以诱
发神经网络多通道多层面的可塑性，从

而达到全面开发大脑的目的。学习是
认知、生理、动作、情绪和社会性等多个
领域整体发展的过程，所以在生活中学
习如何做事比学习任何知识都重要。

整体性、过程性的学习，是儿童全
身心参与体验的过程，是我们必须重
视的科学法则。家长要避免片面地理
解学习，过早地给幼儿施加机械训练
的学业负担，而是要多给幼儿在生活
中参与做事的机会，加强他们对生活
的体验，多鼓励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尝试、体验、试错和顿悟，才能使
他们得到整体和谐的发展。

然而我们身边的家长受教育焦虑
影响，很容易陷入片面追求孩子某一方
面发展的误区，比如过早训练孩子的读
写、计算或某项技能，忽略孩子满足自
身好奇与兴趣、休息与玩耍的需求，剥
夺他们在户外奔跑和在生活中感知的
机会，结果导致孩子出现感统失调、注
意力失调、厌学、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给
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极大伤害。

儿童的学习和发展
依赖积极的关系和情绪

个体所有的发展都在关系中发
生，成人的肢体、语言、表情和动作都

在影响儿童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从
而影响儿童的认知和发展。大脑多
领域整体性学习机制进一步证明了
人际关系与情绪对于认知学习的重
要影响。

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提高注
意广度、整体性思维和探索行为，可
以让幼儿在学习活动和任务中感到
愉快，从而激发学习动机。而家长如
果能够给孩子创造安全、温暖、开放、
鼓励的环境，甚至新颖、有趣的情境，
给孩子更多及时的关注理解、反馈鼓
励和分享参与，则更能使孩子获得安
全感和掌控感；尤其在他们遇到困难
或挫败的时候，积极的环境和反馈可
以帮他们学习自我调控，促进执行功
能，并发展出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
逐渐拥有开放的、创造的和热爱学习
的大脑；相反，如果家长的反馈是惩
罚的、否定的、拒绝的，那么他们就会
逐渐回避冒险，习惯依赖，大脑变得
封闭。

总而言之，了解大脑的学习机制
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儿童整体
性发展的教育原则，也能指导我们从
儿童的发展规律和需要出发，树立科
学的儿童观，为儿童的全面整体可持
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教育。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
者12月12日从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
慕课大会了解到，我国慕课数量与学
习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

慕课，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
结晶。中国慕课自2013年起步，从

“建、用、学、管”等多个层面全面推
进，目前上线慕课数量超过3.4万门，
学习人数达5.4亿人次。

本次世界慕课大会以“学习革命
与高等教育变革”为主题，是首次以

慕课为主题举办的全球性会议。中
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主旨报告，分
享了中国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实践、创
新与探索。

陈宝生表示，在全球教育创新实
践中，慕课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
革的重要引擎，不仅助力中国高校成
功应对了疫情危机，而且为今后建设
全民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积
累了宝贵经验。经过8年的努力，中
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已居世界第
一。目前已逐步建立独具特色的发

展模式、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和共建
共享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形成了坚
持质量为王、公平为要、学生中心、教
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等六大
宝贵经验。

陈宝生倡议，各国秉承合作共
赢、开放包容的理念，继续加大慕课
与在线教育资源建设，加强慕课与在
线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促进个性化
学习和终身学习。

大会发起成立世界慕课联盟，发
布了《慕课发展北京宣言》。

近日，西彭镇第一小学校跳绳队
的教练李万英（中）带着新队员进行
跳绳技巧训练。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第一小

学校是一所乡镇小学校，为丰富学生
的校园文化生活，锻炼学生们的意志
品质，该校从1999年开始引进跳绳，
开展特色体育活动。

如今，跳绳不但成了西彭镇第一
小学校的时尚体育活动，也为乡镇地
区的小学生们打开了走向世界的一
扇窗。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了解大脑运行机制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 李一凡

中国慕课数量及应用规模已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魏梦佳）2020
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大会12月 11
日至12日在京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相
关单位正筹建“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系
统”，以期为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
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提供支撑。

今年10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要创新评价工
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
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会上表示，
我国传统教育评价多以纸笔测验为主，偏
重知识和技能、信息模态较单一，且缺乏过
程性数据，反馈滞后，难以实现总体方案所
提目标。而现代科技发展为建立科学的教
育评价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有望在教育评价改
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大数据与各类分析技术可对学
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水平差异情况及学
生的行为特征、性格特点等进行有效诊断
和分析反馈，帮助老师更好地因材施教，帮
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该系统建成后将具有智能化的数据采集
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诊断能力、反馈能力、改
进效果评价能力，具有全样本、信息多维多模
态、真实化、伴随式、个性化、反馈即时等特
点，高效服务学生健康成长，减轻师生负担。

董奇表示，该系统的建成还需教育行
政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尤其是一线
中小学老师、校长紧密结合，加大对智能化
教育评价研究与应用的支持，推动成果转
化与技术创新及区域应用示范。

由中央电化教育馆、北京师范大学、科
大讯飞联合主办的“2020全球人工智能与
教育大数据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百余名专
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教育、大数据挖掘与
应用、心理健康、智能化教学、教学评价等
领域，探讨科技给教育带来的变革。

我国将建智能化
基础教育评价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