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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故事

芳 草 地

传统教育观念往往离不开一个“苦”字，为人是“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事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读书是

“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而且似乎是越苦

越能成大器。时下的应试教育，家长的期望值与日俱增，升
学率无休止地绑架学校，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各种各样的
培训班越来越多，学生真的是够苦的。不少学生视上学为
畏途，厌学，甚至是弃学，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进而感慨：这

“苦”何时是个尽头呢？
最近，读了叶枫岚编著的《兴趣是最好的教育》一书，整

天忙于“传道授业”的我，不禁眼前一亮，叶枫岚和她的学校
——武汉鲁巷小学探索、践行的兴趣教育，把学习变得如此
轻松，又如此高效，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望尘莫及。

这本书没有过多的理论阐述，没有过多的空洞说教，有
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有的是一个个精心的设计。“平移
或旋转”对于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抽象了。教
师巧妙地引入了滑翔索道、摩天轮、太空梭等游乐设施图片
设疑激趣，一下子激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在此基础上，探
究活动自然就会开展的十分顺利，教师再因势利导，稍稍点
拨，何愁思维不能拓展？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平移或
旋转”教学。

案例《二年级语文识字教学实录》环环相扣、形式多样、

师生互动、其乐无穷，一节课转瞬即逝，不仅让学生认识了
生字，还了解了文化常识。书中的各种教学案例无不体现
了鲁巷小学教师匠心独具，兴味盎然的精巧设计。

虽然，专注兴趣教学的不独独是叶枫岚和她的鲁巷小
学，但是，相比较一些校长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教学
上，叶枫岚却走得更远，从课内到课外、从课堂到德育活动、
从教学到校园文化、从课本到校本、从过程到评价……兴趣
教育充盈着鲁巷小学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每个鲁巷人的
骨髓里。学习，在鲁巷人看来是一件多么舒心快乐的事。
同时，鲁巷人的实践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现在，我们
完全可以摒弃那些以牺牲孩子童年幸福为代价，却被屡屡
使用的做法。

《兴趣是最好的教育》一书所传递的信息，绝不仅仅在
这本书本身，更重要的是引发教育人的思考，有些东西真的
该变了！当前，转换教育模式，就像我们国家正在转换经济
增长模式一样，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让孩子们轻松学习，时不我待！
（作者单位：明光市自来桥小学）

学习原来可以如此轻松
——读叶枫岚编著《兴趣是最好的教育》

□崔兴国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就
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自此以后，“依法带娃”有了遵循。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家庭教育暴露出一些问题
和短板。有的是父母或监护人未尽教育职责，有的是父母
或监护人不懂如何教育，一些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从前期调研，到进入立法规划，
再到今年的三次审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诞生，体现了顶层
设计的重视，更彰显出对民意的回应与关切。家庭教育促
进法明确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扮演的
角色，引导父母和监护人了解家庭教育是什么、怎么做，最
终目标是促进各方合力推动家庭教育发展。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庭教育的概念、要求和方

式方法，并为家庭教育划定底线标准，立法对家庭教育进行
规范、指导和监督。“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这些方面家庭教育都得管起来。怎么管，
可以协商和学习，但如果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甚
至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将视情
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他们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

时下教育领域最受人关注的“双减”，也在“家庭教育促
进法”中得到体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
管理”“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
和体育锻炼的时间”……这给家庭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不仅
要依法带娃，还得科学带娃，树立理性的成才观，将其身心
健康、人格健全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

当然，父母和监护人并不是孤军奋战。在一个个家庭
背后，还有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在草案二审阶段，“家庭教育法”更名为“家庭教育促进法”，
两字之差，背后的导向不言而喻——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
构建“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服务体
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促进家庭教育
不断发展。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家
庭教育促进法”也是其中的有机组成和有益补充。法律的
生命在于执行，为促进家庭教育立法是个良好开端，后续还
得做好贯彻、落实和执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提
升家庭教育能力，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家庭教育促进法”来了！“依法带娃”有了遵循

国庆长假，我回到故乡——安徽滁州。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几年前，我就背诵过欧阳修的《醉翁亭

记》。今天，我和爷爷奶奶来到了琅琊山。

秋天的琅琊山异常美丽。林木茂盛，树叶翠绿，浓荫

密盖，红叶点缀，泉水叮咚，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首先来到让泉。只见一股清澈的泉水汩汩地从

石缝中流出来。我走到池边，双手捧着泉水，就像捧着无

价珍宝，尝一口清凉甘甜，沁人肺腑，真不愧是干年古泉

啊！接着，我们游览了醉翁亭。醉翁亭是一千年前欧阳

修当滁州太守的时候，山上的和尚智仙为他建造的。欧

阳修经常与朋友在此饮酒作诗，与民同乐。今天的醉翁

亭修饰一新，游人如潮，成为了人民群众休闲游玩的乐

园。在宝宋新斋，我看到了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碑

刻。啊，这不就是“欧文苏字”的双绝碑吗？我的家乡有

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我感到无比自豪。

琅琊山古木参天，深受人们喜爱。高高的青檀，树干

上长出一个个树瘤，如同百岁老人的脸。粗壮的醉翁榆，

树龄有400多年，它四周围着许多粗细不同的小树，恰如

“四世同堂”。坚硬的琅琊榆，树皮斑斓，好像一只花皮

豹。在登山的路上，路边忽然出现了—片高大的水杉。

我欢快地跑过去，双手抱住那粗壮的主干，仰望高高的树

冠，直插蓝天。奶奶鼓励我好好学习，成为像这棵大树一

样的栋梁之才。在路边的小溪旁，我看到了一群孩子围

在那里，我也好奇地凑了过去。原来他们在抓虾啊！这

时，我看到了一只亮晶晶的虾，迫不及待伸手去抓，“嗖”

的一声，虾夹着尾巴逃走了。

今天的游览非常愉快，故乡的山水就在我心中。下

山的路上，我反复地在心中默念：秀美琅琊山，千年醉翁

亭，我还会再来的！

（作者为祖籍滁州的在杭小学生）

故乡的山水
在我心中

□金若溪

这是一件发生在我没有入编前的故事，那

是2018年9月。

李宇轩是这学期的新生，一个帅气的小男

生，安徽阜阳人，说话口音我们略有些听不

懂。刚开始我给我们班的孩子介绍这位新生，

希望小朋友们可以接纳新同学，跟他友好相

处，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就可以了，因

为孩子的适应能力强，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应该很快就可以交到新的朋友。直到有一天，

园长找到我说：“李宇轩要退学了。”我很惊讶，

也很失落，是我们的工作中有什么失误吗？作

为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我，满脸疑问。后来

通过和李宇轩妈妈的交谈，知道了原因：因为

爸爸工作缘故，他们暂住滁州几个月，而轩轩

是一个心思细腻，重感情的孩子，我们这里的

一切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阜阳孩子来说是那

么的陌生，不习惯，回家后在妈妈面前表现出

来的不开心，不爱说话，让妈妈很着急，于是想

到了退学，带孩子回阜阳去。

针对这件事，我进行了反思，我这个班主任当得太不称职，每

天忙于各种活动，各种计划、会议，可能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和

心理需求，我想虽然李宇轩只是短暂的在我们这待几个月，但是我

也不能让孩子带着遗憾和不开心离开这个幼儿园，离开滁州。第

二天，我来到教室，给小朋友们讲了一个关于《好朋友》的故事，然

后把轩轩叫到我面前，对全班小朋友说：崔老师也找到了一个好朋

友，他就是李宇轩。“李宇轩你愿意和我做好朋友吗？”我观察轩轩

笑着点了点头说“我愿意”。我给了他一个大大暖暖的拥抱，我又

反问其他孩子们：“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呢？”出于孩子们的从众心

理，纷纷说“我的好朋友也是李宇轩”“老师我的好朋友也是”“老师

还有我”……看见轩轩露出久违的笑容，我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孩

子……轩轩妈妈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孩子回去后心情很

好，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幼儿园和好朋友的事”，一个劲地在电话里

谢我，我非常的惭愧……

在轩轩离园的那天早上，我一入园就收到了一束花，上面插着

小卡片：感谢崔老师，感谢您让孩子又开心快乐了！我带着轩轩和

班级老师、小朋友拍了合影，发给了孩子妈妈，照片中的轩轩很快

乐，眼神中也流露出些许不舍，最后妈妈拉他走时，他又跑回来抱

抱我说：崔老师，我们是好朋友。我说：是的，轩轩，我们永远是好

朋友！……

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这件事让我感受到我们老师在平时的

工作中不能只关注到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同样重要。虽然

只是人生中一次短暂的相遇，也提醒我要好好反思自己这些年来

的工作，不仅要精通业务还要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动态和情感发

展，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真正做到走进幼儿心灵，关注幼儿成

长，多给孩子一个拥抱，多给他们一些鼓励，他们会告诉你很多很

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和故事……

（作者单位：明光市嘉山集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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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乐教学”理念和“成功教育”理
念在教育中的推广运用，我们高兴地看到，
教师给予学生的正面表扬和褒奖激励越来
越多了。这些积极的发展性评价，对于树
立学生自信、激发学生上进作用十分明
显。然而，正面激励也要注意策略讲究艺
术，充分考虑全体学生的心理感受，否则可
能丧失正面评价的积极意义，甚至造成无
意伤害。下面几种表扬方式就存在问题，
需要我们警惕。

误导性表扬误导性表扬

在我们的课堂上，对那些反应快、思路
敏捷、答题流利圆满的学生，教师们常用

“你真聪明！”去表扬。其实，这种表扬被证
实是一个错误。科学家研究发现，在实验
组对获得成功的孩子总用“真聪明”去表
扬，渐渐地，这些孩子为了获得更多的成功
而赢得老师的表扬，喜欢选择一些简单的
题目，而不愿意选择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因
为那样更容易获得成功；时间一长，他们大
多浅尝辄止，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思考和努
力。而对照组被老师表扬为“真勤奋、真努
力”的孩子，更愿意主动去积极探索，敢于
选择富有挑战性的题目，不为眼前的表扬
而动心，而是埋头于思考探究未知的东
西。所以我们应该将“真聪明”改为“真勤

奋”、“真努力”、“真刻苦”，如果感觉拗口，
用中性的“真棒”也可。客观地说，聪明就
是勤奋。孩子的智商是没有多大差异的，
一些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孩子，并不表示
其脑子反应慢，思维水平低，他们可能有更
缜密的逻辑思维，更成熟的思考判断。喜
欢表扬学生聪明，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容
易形成评价不公，让少数孩子翘尾巴，使其
他孩子感到委屈。

附加式表扬附加式表扬

教师的评价应该围绕学生的生活、
学习和思想品德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
对学生的容貌、外表、衣着等先天差异和
家庭物质条件差距，不需要也不应该去
过多地进行评价，这是教师尊重学生、维
护尊严的基本要求。可是，许多老师却
喜欢对此发表评价，让学生或很自傲或
很难堪。有的老师在正面评价学生的积
极一面时，还爱附加一个学生的先天的
长相或后天的家庭物质条件，如：“虽然
你并不漂亮，但你成绩优异”，“虽然家里
很穷，但他的学习非常努力”……如此

“你很丑，但你很温柔”式的表扬，无意中
伤害了孩子的自尊，让一些孩子感到羞
愧甚至无地自容。要知道，这些并不是
孩子的错，也不是孩子可以左右和选择

的，这样的评价会给孩子的心底留下刻
骨铭心的自卑和阴霾，甚至终生都挥抹
不去。无数事例说明，这种附加式的表
扬有时不仅起不到表扬的作用，反倒造
成无谓的伤害，我们必须予以杜绝。

排他性表扬排他性表扬

表扬一个应该给予褒奖的孩子没错，
但我们不能表扬了一个却伤害了其余。很
多老师，经常无意中在表扬一个孩子时伤
及了其他的孩子。比如，“举手，每次都是
李爽最快”；“张强，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

“王浩，这次竞赛我们班就指望你拿奖
了”……好像那些夸大其辞的电视广告一
样，老子天下第一，惟其独尊，不容他人置
疑。这种表扬是排他性的，它带来的副作
用非常大，既会无形中让其他人自惭形秽，
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也会让经常被表扬
的学生或难堪，或自傲，很容易受到其他同
学的孤立、冷落甚至排挤。老师们应该明
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理，不要用思
维定式去不断表扬一个好孩子，而要看到
所有学生的努力和进步，把表扬给予大多
数。大多时候，采用排他性的表扬，还不如
不去表扬；我们不能只盯着少数同学,而要
顾及其他同学的感受。

（作者单位：滁州广播电视大学）

需要警惕的“表扬”
□陈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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