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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中小学，学生的好坏大多是以学生的考试

成绩评判的，并且中考、高考两大升学考试的都是以考

试分数为基础的。学校的排名和社会声誉，依据学校的

升学率和学生成绩评判；教师的工资和所教班级的成绩

挂钩；学生的日常也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成绩；家长对孩

子的满意度也更多的体现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学校、

教师、学生和家长在这种“唯分数论”观念的支配下，

都在为追求“高分”而努力。这种教育现象何尝不是

“绩效主义”的表现呢？

自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时代以来，工程 - 技术取

向的现代性日益高涨，工程 - 技术取向的现代性所遵循

的原则是效率最大化、经济合理性或者说是绩效主义。[1]

中小学教育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在工程 - 技术取

向的现代性支配下，其教育理念也走上了追求“绩效”

的道路。

一、社会加速理论

（一）理论背景

罗萨（2013）的社会加速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受到

了当代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即经济全球化促进社会加

速发展、资本主义的核心即是加速以及当代人们所面临

的时间危机等。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

人们可以避免长时间劳动，人们本应该有个更多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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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支配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现实是人们反而

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了。社会中秩序井然的制度与精确

的计时方式把人们的时间划分成了零散的碎片时间。科

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信息传输速度更快、人们随时都能接

收到信息或者工作任务，由此承受了更多的工作任务，

日常生活与工作时间没有明确的分界，下班时间根据工

作的完成情况而定，加班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常态。

当代社会变为持续加速地状态。罗萨（2013）的社

会加速批判理论从人们生活中所面临地时间问题出发对

当代社会进行诊断，他认为人们面临时间危机且没有过

上美好生活，是因为社会加速发展导致的。在他的新作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论述了这

样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新的异化越来越多的充

斥着我们的周围。罗萨（2013）结合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概

念，给出了异化新的定义：“人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真正

想做的事情的状态（即便是做我们自愿做的事情）”。[2]

（二）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竞争逻辑

罗萨（2013）认为现代社会在加速体制下，世界上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被改变着，还会引发一

系列社会问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竞

争逻辑，因此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社会加速。社会的方方

面面都体现着竞争逻辑，无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配还

是个人生活等领域。竞争可以促使人们去提升做事效率、

节约做事时间，提升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效率”高低

成为了评判社会发展和个人成败的度量衡。[3]

社会学者克劳斯·多利（2015）认为，“时间就是金

钱”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一直保有活力的动因，[4] 罗萨

（2103）在此基础上提出“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

要手段。在竞争的过程中，“加速”和“效率”是个人发

展追求的目标，“成就”被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

量，基于此，罗萨自创了一个社会学公式“成就 = 工作

除以时间”来表明竞争逻辑对社会和人的规训。[2]

（三）社会加速的导向——行动异化

社 会 加 速 带 来 了 何 种 异 化？ 此 篇 文 章 基 于 罗 萨

（2013）的提出的行动异化进行阐述。

行动异化，即主体与其行为之间产生了异化。在竞

争逻辑牵引下的加速社会，人们对空间、对物的体验时

间被压缩：人与物原本该有的互动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

背离，人们不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去

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

权。[2] 人的多元性或者选择的多样性，在时间加速的情

境下被异化成只追求效率或目标的单一性。

二、基于理论分析中小学“绩效主义”现象

（一）中小学异化现象——绩效主义

现代教育的标准化、制度化、大规模化、高效率等

都彰显出明显绩效主义。在教育中，追求的“绩效”就

是分数。如果用社会学者克劳斯·多利（2015）看来社会

上的经济引擎在于“时间就是金钱”的理论，对于教育

来说“时间就是分数”，教育中的“分数”像经济领域的

“货币”一样，学生牺牲休息时间，早起晚归、争分夺

秒，大多数就是为了在考试中得到更高的“分数”。[4] 从

根本意义上说，“分数”的高低反映出教育和教学活动的

“绩效”。[1]

（二）学校“绩效主义”的表现

学校教学是为了应试，学生读书是为了分数，在中

小学的教育中一直存在这种绩效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思想。

统一的教学模式是对教育教学的羁绊和压迫，这与绩效

主义的教学价值观有关。有一些教学模式在本校或当地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领导者看

好这种教学模式，使用其行政权力在区域内学校强制推

行统一的教学模式；一些学校或者教育工作者进行模仿，

套用到自己的学校课堂上。这样的模式化教学体现了学

校对于绩效的关注，在“唯成绩论”思想指导下关注教

学成绩多余学生的其它素养的发展。（黄学军，2017）。[5]

学校追求政绩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为主要目标，违背

了教育教学中的育人初衷。[6] 基于此，学校忽略了教育

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学生应该全面发

展的宗旨，而只关注和追求学生成绩的高低，以提升学

校自身的排名和声誉。因此，中小学在课程设计上背离

了与人的目标，弱化了学生主体的个性也削弱了教师的

创造性。

（三）教师“绩效主义”的表现

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教师在班级中树立榜样，

因此很多同学活在少数“学霸”的阴影下；而成绩好的

同学仍然处在竞争的状态中，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名

列前茅的分数。教师在课程、教材之外补充大量的知识

点和学习数据，很多教师会给学生统一购买辅导书、辅

导资料，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的这些行

为都体现出了跟“时间”赛跑。

（四）学生“绩效主义”的表现

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是学生存在的前提和背景。中

小学生每天的生活节奏基本没有变化，每天都做重复的

事情。他们的生活基本是：按时起床、上课、吃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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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再上课、自习等，没什么机会或时间去参加新鲜

的课程或活动。据统计显示：中学生每天学习时间长

达 12-14 小时之久，小学生每天睡眠低于 10 小时的达

86.9%，中学生每天睡眠不足 8 小时的达 43.4%。[7] 对于

成绩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抓住可以一切利用的时间用于

学习，就是为了在考试时能够取得更高的分数。因此，

为了考试成绩这一绩效，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上都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把学习放在第一

位。学生在学校社会节奏的规范下，认为只有大量的时

间投入到学习中才能取得好成绩，他们牺牲了锻炼放松

的休闲时间，每天在教室里坐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

“多学点”。

（五）家长“绩效主义”的表现

在绩效主义的刺激下，家长在教育过程中产生“教

育焦虑”。很多家长在“绩效主义”的文化下，或受“不

要输在起跑在线”这个口号的影响，盲目地让让孩子认

字、数数、背诵古诗、学英语等，甚至在幼儿园就学习

小学阶段课程。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学的早，就能学的多，

学的多就有足够强大的竞争力，就会有足够多的优势在

“加速”社会中去竞争。家长在加速社会中产生的“教

育焦虑”，在学区房、学校选择和报名不同的辅导班体现

的淋漓尽致。

三、总结

在社会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追求“高分”或

绩效主义的教育理念，导致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及

学生自身的异化行为。在中小学阶段，无论是学校、教

师、学生还是家长，都有体现出社会加速下的异化表现。

笼罩在绩效主义下不同主体，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忽略

了儿童的成长规律和教育的本质；学生在被“分数”的

压迫下，体验不到“快乐学习”的乐趣，还会做自己不

想做的事情，学习不想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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