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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来闲聊。说到当
年读书时候，他不无遗憾说道：那时候自己一
直都是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努力。言下之
意，如果努力，将会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其实，他现在生活挺不错的，在普世价
值观来看，他应该是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
钱，孩子大学毕业成为公务员。

这位学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备尝艰辛，他自己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因
此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独到之处。

所以，他的这番话，让我想到当初教育
教学上的缺失，没能在学生们最需要引导的
的时候给予指引。当有些学生浑浑噩噩的
时候，我也没能严格要求；或者只是轻描淡
写说几句，见到他们不听，就心灰意冷，放弃
了；不能当头棒喝，让他们能醍醐灌顶幡然

悔悟。有时候缺少耐心，更多是缺少教育智
慧。说不定还和学生置气，甚至大打出手。

教师就像一个医生，在自己职业生涯初
期，会犯很多错误，有些还是不自知而又致
命性的。因此，初为人父，初为人师等等等
等，我们得有勇气说：“请原谅，我是第一次
当医生！”、“请原谅，我是第一次当爸爸！”、

“请原谅，我是第一次做老师！”
有人说，不要企图改变一个人，而是要

影响一个人。亚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质是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还说：“孩子
的成长离不开爱，施教者必须是具有爱心之
人，才能唤醒孩子蒙昧的灵魂。”

这一点，我国一个教育实践者验证了他
理论。

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说：“我（教师）应
该是一本写着一个大大的‘人’字的教科
书。”在他看来，当学生用稚嫩的小手轻轻翻

开语文书的第一页时，也就翻开了“老师”这
本书的第一页。所以，他总是要求自己一方
面不断为自己写上新的内容，一方面不断修
改过去已经写的那一部分。

“老师”这本书，多点知识性、趣味性，学
生读起来就会有味道。

但是，不仅如此，在于永正看来，一本书
光有知识性还不够，中国人更看重的是

“道”。所谓“文以载道”、“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每次班里大扫除，他都以“普通一兵”
的身份和学生一起劳动；发现学生的桌子下
面有纸屑，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弯腰
捡起来。他时刻从“学”和“身”这两个方面
写好自己这本书。

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老
了。但也不晚，夫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斯言不欺。

现在，我明白，“名师出高徒”确非虚
言。没有教师的自身成长，就不可能给学生

带来成长。所以，教师也需要成长。读书思
考游学进修记录，继续教育。在实践中积
累，在积累中成长。成长为卓越教师，方能
给学生带来卓越变化。

学生呢？也需要成长。
《夏天的成长》中，作者写道：一过夏天，

小学生有的成了中学生，中学生有的成了大
学生。升级、跳班，快点儿，慢点儿，总是要
长。北方农家的谚语说：“六月六，看谷秀。”
又说：“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农作物到
了该长的时候不长，或是长得太慢，就没有
收成的希望。人也是一样，要赶时候，赶热
天，尽量地用力地长。

我和同学在讨论交流中，问：“我们学生
们成长的路径是什么？”大家踊跃发言，最后
达成共识：树立远大理想，长身体，长知识，
十年磨一剑，报效父母家国。趁着成长旺盛
期，努力成长！

教育赶早，成长赶早。

学习赶早，教育赶早
□张万松

课间午后，经常有一些孩子
站在教师办公桌前，或补做作业，
或订正练习。与这些孩子在门口
相遇，见他们一脸疲倦，目光呆
滞，神情木讷，多数时候我们也懒
得看上一眼。

此情此景，可悲可叹。几年
前，这些孩子可都是脸蛋红红、
面带微笑走进学校大门的，是什
么让他们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与
欢乐？

笔者愚见，都是“补短”惹的“祸”。诚然，学生知
识掌握不牢固，能力发展不均衡，需要教师为学生补
缺补差，把不足之处补上。但毋庸讳言，由于思想认
识的不到位和教育方法的简单化，很多的“补短”早
已走了样变了味。你瞧，“补短”的学生整天被各学
科教师“抢着”做题订正，有时候是罚抄50遍100遍，
俨然成了一台台作业“机器”。如此“补短”，也许能
提高一点分数，但在“进步”的背后与深处，这些孩子
日渐丧失了宝贵的学习乐趣，丧失了与人交往的热
情，丧失了自尊和自信。读者朋友，你觉得这样的

“补短”有多少益处呢？
其实，不惟后进学生，即使是表现好的尖子生，

我们也习惯于苛刻和挑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生
作文写得再好，老师也不舍得给100分，因为大家都
坚信“人无完人”“艺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何况学生还小，如果骄傲自满翘尾巴了咋办？
自然要端起架子，少给学生好颜色。

对此，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用12个字概括：
“求全责备，求同去异，扼长补短。”好一个“扼长补
短”！国际知名学者包国庆教授更是一针见血：“我
们的教育是发现人的劣势的教育。它是人在不断的
改正错误当中，一辈子改造思想当中来完成自己的
生命。”可以预见，这样的“改错”、如此的“补短”出来
的生命，不会昂扬激奋，不可能充满活力与色彩；这
也显然不是我们的课程改革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不想成为好孩子的儿童。从儿童来校的
第一天起，教师就应该善于发现并不断巩固和发展
他身上所有的好的东西。让集体看到的首先是每个
儿童的优点，这才是育人的艺术所在。”这是大教育
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此的理解认识。按照美国发展心
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的智能分为语言
表达、数理逻辑、色彩感受、自我发现等九项。每个
人都会有自己的强势智能，也必然有一些弱项；而我
们的教育，就是要发现孩子的强势智能，并设法予以
激发培养，发扬光大。因此，当我们忙于“补短”时，
千万不可被孩子的某一“短”处给“一叶遮目”了，以
至看不到孩子的长处，望不见孩子的未来。

世上总是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学校和教
师当有伯乐之识，学会发现和发掘孩子的强势智能，
使孩子都能各尽其才，有所成就。钱钟书考清华时，
数学只有15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语考得很漂亮，
校长就特批他进了清华大学。世界男子跳高冠军朱
建华进上海大同中学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唯独体
育好，弹跳力出色。学校认为：“这个学生跳高实在
是好，别的功课又实在不行，如果让他补考，他拼命
也可能考不好，而且把时间都拼掉了，跳高也跳不成
了。就让他跳高，学习成绩过得去就可以了。”真要
感谢大同中学，感谢他们没有拼命“补短”！要不，哪
有后来的朱建华，哪有一次次惊动世界的纪录！

大家可能记得那位叫舟舟的“天才指挥家”孩
子。他患有唐氏综合征，智力低下（智商30左右），
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甚至生活都难以自理，但他却
在父亲的指导下登上艺术殿堂，指挥偌大的乐队。
这说明他虽然智力水平很低，但却有较好的音乐天
赋，加以有效的指导培养，便被发掘光大，给人惊
喜。如果父母让他干其他事情，比如文化学习、体育
锻炼，大概率是一事无成，白费功夫。可见，发现并
放大强势智能（亦即人的天赋和长处），是教育最需
要做的。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故事：有
位渔夫从海里捞了一颗大珍珠，
爱不释手。可惜珍珠上面有一个
小黑点，渔夫看着总觉得不舒服，
心想，要是能把小黑点去掉，珍
珠将变成无价之宝啊！于是，
渔夫动手剥起来。可是，剥掉
一层，黑点仍在；再剥一
层，黑点还在；剥到最
后，黑点没了，珍珠也不
复存在了。

教育，应该是“扬长
避短”而非“取长补短”！
（作者单位：滁州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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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面对孩子犯错，情急之
下，多数家长都会责骂甚至以动手打孩子
以示惩戒了事。然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有一个“四颗糖”的典故。有一天，陶
行知看见一名男生拿泥巴砸同学，便将其
制止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办公室。当约定
的时间还差几分钟时，男生走进了陶校长
的办公室。陶行知便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

“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我先到

了。”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这也是奖励你
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说明你
很尊重我。”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陶
行知又掏出第三颗:“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
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这时那
名男生已经泣不成声了:“校长,我错了。不
管怎么说，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陶校
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你已经认错，我们的
谈话也结束了。”

陶行知先生对“打架事件”的处理，完全
打破了以往的常规教育模式，不是采取说教

的方式，而是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抓住学
生行为中的积极因素，采取“赏识”的策略，
使学生自己认识到错误。

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孩
子犯了错，的确需要批评，但批评也是一门
艺术，换个角度去引导孩子，孩子会更好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再犯的几率会更
小。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家长
就会明白管教孩子并不是只有指责和打骂，
真正教育孩子应该是心灵的教育，也许一颗
糖、一个理解的眼神他都会记在心里一辈

子，不同的教育方式产生不同的效果。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教育的功能旨在培育启迪孩
子的心智，教会孩子追求真善美。如果家长
用“暴力”手段来惩戒孩子的过错，只会将

“暴力”刻进孩子的心灵，影响其一生。人非
草木，孰能无过，对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
更是如此。对于犯错的孩子，家长应该少些
粗暴教育，怀有一份教育的善意，以陶行知
先生“四颗糖”的智慧应对孩子的过错，让孩
子快乐成长。

当孩子犯错,借鉴陶行知“四颗糖”方式
□鲁庸兴

家庭教育

我正式走进教师队伍中，已经有六年
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成为学生眼
中的好老师。与其说我陪着这些孩子一
起成长，不如说我与孩子们一起成长。在
这六年的校园时光里，孩子们带给我的有
担心，有烦恼，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
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而我想说一个
班集体中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学生。花
有千姿，“生”有百态。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叫
小贤的女孩。中途转到我们班，进班前她
的妈妈告诉我说孩子学习很努力，这让我
对眼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小女孩多增了几
分喜欢。

““难题难题””重重重重，，无计可施无计可施

可是事与愿违。上课时，同学们端端
正正地坐在自己座位上，只有一个人是趴
着的，她就是小贤。不是不舒服，而是就喜
欢趴着；同学们站队，她却歪着；交作业了，
没交的名单里总有她，不是忘在家里了就
是忘记写了。带她到办公室补作业，跟我
磨洋工，仿佛听到上课铃声，那就是胜利的
号角声。好吧，她赢了。更让我恼火的是，
一天上课，明明是她在笑，在说，问她却不
承认，批评她两句竟然跟我吵，面对其他学

生齐刷刷的眼睛，我心里慌了，打不是，骂
不是，吼不是，被气晕的我也无计可施，只
得深呼吸，默念“莫生气，莫生气，莫生
气”。我们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一节课。

“打铁需趁热”，下课我立马把小贤喊
到办公室，引导她换位思考，我说：“如果
你是老师在上课，总有学生在下面说笑，
你觉得是音乐声还是噪声？”“噪声！”她小
声地说。“那心情会怎样呢？”“不开心。”接
着我告诉她，上课四十分钟很重要，要认
真听课，她点了点头。看她的表现，我松
了一口气。可回到班级，她就是她，不一
样的烟火。

于是我便请她的妈妈到学校聊一聊
她的情况。她妈妈说小孩以前学习可积
极了，不会的问题都问老师，后来老师退
休了，她不适应新老师的课堂。渐渐地学
习跟不上，久而久之她就不想学了。我开
导她，不会的问题还是要问，现在班里的
老师都很好啊。在她妈妈的劝说下，好像
有效果了。可没过几天，又回到原点。甚
至还和同学因为一片垃圾吵得不可开
交。我该怎么与她沟通？

后来，我又找来她的妈妈，跟她说了
小贤的情况，谁知道，她的妈妈反手一巴
掌打在小贤脸上，接着又是一脚，小贤的
哭声，她妈妈的训斥声，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的我尴尬地只想找地缝钻进去。但

同时我好像也明白了，小贤为什么会这
样，顿时我对她和她的家长也没信心了。

发现亮点发现亮点，，增其信心增其信心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不再找她
的妈妈，我也没有再把注意力放在小贤的
身上，尽管她还是时刻展示着她的“实
力”，我只佯装看不见。

有一节课上《冀中地道战》，文中有一
个词“吆喝”，有学生小声问了一句“什么
是吆喝？”我刚想说，突然小贤喊了一句

“我知道。”虽然我想看到的是她举起的小
手，但我也挺好奇她会如何给同学们解
释。谁知道她大声地说：“‘吆喝’不就是
菜市场喇叭里喊的‘海南香蕉，海南香蕉，
一块钱一斤，也真甜呦，不买你也来尝尝’
吗？”刚说完，全班学生哄堂大笑，都说她
模仿得很像，同时大家也明白了“吆喝”的
意思，这回答让我很意外，我顺势说“掌声
在哪里？”同学们都为她鼓掌，我夸她是个
善于观察生活的小姑娘。只见她小脸红
扑扑的，端坐在自己座位上。

中午吃饭了，她还特意给我拿了一盒
饭，我心里一暖，说她真贴心。接下来她还
真有所改变：上课不向我“宣战”了，作业尽
管写得不是那么完美，但我看到了她端正
的态度，经常跑到我跟前问题目。尤其会

经常跑来告诉我，卫生区哪里没打扫干净，
于是我便让她当卫生监察员，专门检查值
日生哪里卫生没搞干净。她可积极了，有
时看别人没扫干净，急得自己上前去扫。

学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给她编了头
发，她照着镜子左看右看，在同学们面前
时不时地用手摸着头发。无形中我们之
间的关系进了一步，面对偶尔的小错误，
我跟她沟通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因为小贤学习基础不行，所以我只抓
她的基础知识。并不断地鼓励她每天完
成一个小目标，那么今天的自己就比昨天
的自己优秀。她也很配合，期间她的妈妈
也主动问我小贤在校的表现，我说有进
步，进步空间还很大，她也说回家会盯着
点。这让我有点欣慰。

小贤在不断进步。开家长会的时候
我表扬了她，这下小贤对自己更有信心
了，她的妈妈也很激动。

哪有什么好学生，哪有什么不好的学
生呢？其实他们都是不断发展中的人。
这下我更明白了罗曼·罗兰说的一句话

“要播撒阳光到别人心里，总得自己心中
有阳光”，而作为老师，还是班主任，我要
有更宽的胸怀去了解、包容我的学生们，
发现他们的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在班集
体中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全椒县十字小学）

敞开心扉，阳光自来
□金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