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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和女儿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待绿灯。
女儿惶恐的眼神依旧揪扯着我的心。 我不知是多

少次地劝慰她了：“自己过马路，好吗？ ”
女儿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原本松开的手又被她

紧紧握住：“妈妈……”怯懦的声音微弱，像风中飘落的
树叶，颤抖到极点。 那声音，唯有妈妈听得到。

我有些心疼。 是啊，一个 9 岁的孩子，孤独地穿行
在如梭的车流里，怎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啊！ 谁又会为
一个孩子做片刻的停留和等待呢？ 可做父母的总要放
手的，这路最终还是属于孩子自己的，我们又能陪伴多
久呢？

蹲下来， 是该和孩子好好谈谈的时候了：“记得妈
妈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小雏鹰在妈妈的照顾下，羽翼逐
渐丰满了，翅膀也越来越有力，就去学习飞翔了。 你现
在就应该像小鹰一样充满自信，今天，如果你走过了这
段路，你就不会害怕走所有的路了。 ”“可是，小鹰摔伤
了。 ”恐惧占据了孩子的整个胸膛。

我不知所措。 是啊，孩子已经懂得了生命的珍贵，
眼前存在的危险显而易见，可我，又不能仅仅为了给她
片刻的庇护，而放弃孩子一生的勇气和安康啊！

绿灯闪耀后，又是红灯。
“妈妈，瞧！ 盲人伯伯。 ”听到女儿的叫喊，我的目光

迅速定格在她手指的方向。
真的，一个盲人正在独自穿越马路，那手杖有节奏

地敲打着地面， 侧耳凝神浅笑， 缓缓但稳健地往前挪
着，没有一丝的忧郁，似乎整条马路为他而设。 他的坚
毅吸引了我和女儿的目光。

再次蹲下来，坚定地抓住女儿的手，用一个最坦然
的微笑努力换取孩子的自信：“看到了吗？ 其实，过马路
就是这么简单，就像那个盲人伯伯一样，用竹竿来确定
人行道，并相信所有的行人和司机都是善良的，走你的
路，就会安全穿越它。 ”

“你不会像鹰妈妈一样，把我丢下就不管了吧？ ”孩
子还是有些担心，“那个盲人伯伯还有一个拐杖， 我什
么也没有，好害怕！ ”

我怎么会像老鹰那样爱得如此残酷呢！ 女儿摇晃
着我的胳膊，也动摇着我的心，给女儿找个安慰和依靠

的东西，才是两全之策。
“这样吧，妈妈闭上眼，做你的盲杖，绿灯亮起来的

时候，你把妈妈带过马路，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睁眼
的，记住，按照妈妈说的去做，你能行的。 ”

“嗯。 ”女儿咬紧的牙唇，是她坚定穿越的信念。
于是，马路上出现了一个孩子搀扶“盲人”妈妈过路

的风景。
耳边缓缓传来声声亲切轻柔的提醒：“妈妈， 慢，

慢”；“妈妈，走”；“妈妈，有车，停”；“妈妈，抬脚，上”。 周
遭，竟然没了车的喧嚣。

“好孩子，了不起！ ”跨上盲道的一刻，我把女儿揽
在怀里。

“明天你还做我的盲杖吗？ ”笑容挂满了孩子整个
脸膛。

“会的，后天也会的，只要你需要，但妈妈不在你身
边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的！ ”我捧起孩子的脸轻轻地
说。

“嗯。 ”女儿昂着头，那目光，透着阳光。
妈妈流泪的眼里，有女儿自信的身影！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利津县北宋镇第一中学）

□ 单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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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芳教育生活禅（61）
山与山的呼唤（七）

这次活动时间虽短，却收到了全方位的“体验
教育”效果。 孩子们在亲身经历的动态过程中不断
认知、明理，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我们组织者始料不
及的。 无论是北京的孩子来到邢台山区，还是这里
的孩子到北京“体验式学习”，都像是到了另一个
世界，感到新奇、疑惑。 正如北京孩子所说：“我们
去过美国、新加坡、欧洲等发达国家，但感觉那里
跟北京没有太大的差距，可将军墓中学则不同，反
差太大了，太令我们震撼了。 ”

一位北京的孩子如此写道：“我们步行 30 里，
来到了小伙伴的家。 一路上我甚是兴奋，有一种征
服的喜悦！ 叔叔阿姨是特别纯朴、善良的人，我随他

们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第一次‘河边洗衣’，
第一次‘生火烧饭’，第一次爬上屋顶‘看星星’……
在这里，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幸福生活’。 在小伙
伴家的 3 天，我感受很多。 ”

一位将军墓中学的孩子则这样写道：“第一次
到火车站，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 第一次
见小伙伴父母， 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第一次坐地
铁，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去天安门，第一次去国
家博物馆，第一次到故宫……”

当看到两个孩子的诸多“第一次”时，我的心
也被震撼了！ 我在庆幸他们收获“第一次”的同时
又思考了许多……

我觉得 ， 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 ， 那么多的
“第一次 ”来得有些晚 。 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的缺失 。 如果把
这些 “第一次 ”放到物质匮乏的 30 年以前 ，还是
可以理解的 。 可这种现象却出现在经济 、交通 、
信息都已发达起来的现代社会里 ， 不能不引起
我的反思。

我还了解到，将军墓中学的 40 多名教师也分
两个批次到西山学校“体验”教学生活，而这些教
师竟有一半以上也是“第一次到北京”，甚至是“第
一次坐火车”……

在此 ， 我不得不提出下列疑问 ： 如果没有

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和邢台县将军墓中学
“手拉手体验式学习 ”项目 ，两校师生们的 “第
一次 ”还要推迟多久 ？ 缺失这些 “第一次 ”的教
师们 ，能否真正走进新课程 ？ 在新课程改革的
路子上又能走多远 ？ 缺失这些 “第一次 ”的孩子
们 ，又怎么与时俱进 ，生成和现代社会相匹配
的人生观 、价值观 ？ 又怎么能成为支撑未来社
会大厦的栋梁 ？ 我不无忧虑。

今天 ，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又有多
少学校能举办诸如此类的 “体验式学习 ”项目 ？
因而 ， 我由衷地把西山学校舒大军校长和将军
墓中学张修风校长称为当前“最牛校长”。

位于燕山脚下的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和太行山腹地的邢台县将军墓中学，自 2011 年 12 月起，首创“学生手拉手体验式学习”项目，双方现已交流学生 6 期
578 名（含部分教师），每期 14 天。 在许多中小学校“应试”、“安全”至上的今天，我不仅为他们的胆量和智慧所折服，而且还从孩子们的视野看到了教育的另一面。

语 丝

《给教师的建议》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经典，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都
具有指导意义。北京市育英学校引领教师同读这本教育经典，开展了“摘名言、
学名言、用名言”的主题读书活动，以期学以致用，实现以教育经典为载体的教
师深度阅读活动。老师们在“摘名言、学名言、用名言”读书活动中，摘录苏翁教
育名言，深刻理解名言内涵，并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加以运用，在反思中提升，在
反思中成长，做有思想的教育实践者。

本刊公益活动———

教师专业写作辅导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

教师专业写作的道与术是什么？ 如何有效
提高教师投稿的命中率？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困惑， 想快速提
升学校或区域骨干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
请联系本刊。我们将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
析+个别指导的形式，帮助教师破解专业写
作的难题，助力学校发展。

联系电话：010—82296726
联系邮箱：13838067306@163.com

心成长读书沙龙
心成长读书沙龙是由《中国教师报·教

师生活周刊》 创意发起的一个公益性学术
交流组织。 其活动方式可以是以学校为单
位的教师读书沙龙， 可以是区域范围内的
主题研讨会，还可以是校长、教师的科研成
果研讨会……其活动形式是专题讲座+深
度研讨+自由对话。每期沙龙的精彩内容都
将及时在本刊呈现。

欢迎有教育思想、有教育情怀、有变革
行动的校长及教师积极参与， 也欢迎各地
教研、师训等相关部门及学校承办。

联系电话：010—82296735
联系邮箱：jsshzk@126.com

《教育即道德》
田保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教育改革举
步维艰， 人民不满意，
官方不满意，学生不满
意，教育工作者也不满
意。本书深入探讨了新
课程背景下，教育是什
么这个严肃的话题。作
者给出的答案是———
教育即道德。

《善待杜郎口》
李镇西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对杜郎口中学的
课堂改革，人们至今还
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
有比较激烈的争论。但
李镇西一直欣常杜郎
口中学的课堂改革，并
坚定不移地为它辩护，
其中理由，作者在书中
有详细阐述。

《发现高效课堂密码》
于春祥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为课改强力推
手的高效课堂，它的核
心是什么？它究竟具有
怎样的使命担当？它的
个性特色是什么？本书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给
出了答案。

《殷都样板
中学导学案点评》
姚文俊 主编
金耀林 执行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河南
省安阳市殷都区中学
各学科不同课型的导
学案，充分体现了中学
各学科的学科本质，突
出了高效课堂导学案编写的特色。

本报编辑部可代为邮购。
联系人：郑骊君 010—82296744

教师书架 教育发现丛书成长沙龙·走进北京市育英学校心

三句话培养好孩子
1. 孩子，爸妈没本事，你要靠自己；
2. 孩子，做事先做人，一定不能做伤

害别人的事；
3. 孩子，撒开手闯吧，实在不行，回家

还有饭吃。

三句话害孩子
1. 宝贝，好好学习就行 ，其他爸爸妈

妈来办；
2. 宝贝，记住不能吃亏；
3. 我告诉你，再不好好学习 ，长大没

饭吃别来找我！
（《凤凰网》许锡良）

大病必源于情志
今天上午来了一老妇人， 痛斥丈夫的

蛮横粗俗弄得自己病痛累累 ， 于是我说
“那你就离开他呗 ”，那老妇人泪眼中透出
杀气，说：“不 ，我要耗死他 ！ ”下午又来了
一老男人长吁短叹 ， 说妻子工作辛苦 ，牢
骚颇多 ，自己每晚要在外喝二两酒才敢回
家……这是怎么了？ 有多少病痛是因婚姻
的不悦而引发的啊 ！ 大病必源于情志 ，源
于自身生活绵绵无绝期的怨毒。

（《生命沉思录》曲黎敏）

承担责任
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

该为何人 、何事负责 ，既是我们的责任 ，也
是无法逃避的问题。 评估责任归属，让我们
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 其实，面对
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 一
些人在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
但心智却永远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
会的负担。 这让我想起一句流行的话：“你
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 ”

（《少有人走的路》斯科特·派克）
（寒 潭 摘编）

《我是乔布斯》
帕特丽夏·拉金 / 著
尹 丹 / 译

■专家点评 □ 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

成长读书汇心 ·《我是乔布斯》

■原著精选

■悦读推荐
关于乔布斯的传记有很多，但适合孩子阅读的版本鲜有闻。 《我是乔布斯》是第一本为 8~13

岁的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乔布斯成长传记。 这本书不仅给孩子，也给家长和老师带来丰富的关于
成长、创造力、坚定的意志力、教育、感恩等话题的灵感和启示。 乔布斯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奇
才，作者精心为少年儿童选择了励志人生的内容，而且不回避乔布斯人格中不完美的部分。

阅读苹果树

生命中的圣人

乔布斯是一个把漂亮带给世界的人。 是的，把
漂亮带给世界的人有无数， 可是我还是要用这个
词———漂亮！ 漂亮苹果！ 漂亮不需要描述！ 因为描
述本身总不及漂亮本身。苹果的漂亮是可以描述的
吗？ 不可以。 我们使用着苹果电脑、苹果手机的时
候，都愉快地慨叹：真漂亮！这是一种深深萦绕在心
里的感觉。

这本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为世界带来如
此漂亮的男人，他的出生并不“漂亮”，他一生下来
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他的童年是在和亲生父母没
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地方度过的。 你也许会说，他真
是一棵小草。 可是我们还是别这样说，事实上他长
成了一棵最大的苹果树。 我们兴高采烈地踮起脚，
在树下，接着他的一个个苹果，我们爱不释手。我们
佩服得、喜悦得无以言表！

这棵苹果树的养父叫保罗。 他是个普通人，是
一个工作很努力的机械师。 他喜欢修汽车，他精通
电子原理，在乔布斯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保罗就在

自己的工作台上划出了一个小“工作台”供他使用。
他常常对儿子说：“制造物品的时候，要做好每一个
部件，然后细致、用心地将他们组合在一起，即使是
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不可应付了事。 ”

我们看看苹果， 看着那让我们叹息的漂亮，再
想想，童年和未来又有没有关系呢？

乔布斯和保罗有多少关系呢？
他和抛弃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
他难道只应该恨他们吗？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感谢呢？
……
这些，阅读的孩子们，都是可以想的。 想着，想

着，阅读就很有趣了。阅读乔布斯还是阅读牛顿，阅
读乔布斯还是阅读马克思，其实都不是为了能成为
他们，阅读就是为了知道那些故事，知道他们的道
路，知道他们的精神。于是，自己的路途上就有了一
盏灯。 做人，无论普通还是杰出，心里总要有一盏
灯。

我站在这棵大苹果树下，我在无比漂亮的苹果
上写下这些字。 我想提醒你，没有一棵树是能够完
全依靠自己成长的。没有一个杰出，没有一个伟大，
是和别人没有关系的。 所以，乔布斯这棵很大很大
的苹果树的故事，同样含着很多别人的故事。 杰出
人物的故事，伟大人物的故事，是很多故事加起来
的。 乔布斯也是被加起来的。

乔布斯是棵很大的树， 但他又只是一个苹果，
会落下来，他也落了下来。我不想说他死了，哪怕他
的确死了。我愿意说他落下来了，他在地上。他曾经
在很高的树上，但是他落下来了。 这让我们更相信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所以他的非凡杰出也非常真
实。

乔布斯这个苹果的落地，给了这个时代多少忧
郁的诗意，多少诗意的忧郁，多少无可奈何的惋惜，
多少神话般的希望。 于是，多少希望的神话很可能
又长在树上了！

谢谢苹果！

“我很幸运……我的父亲保罗是一个很了不
起的人……他是一名出色的机械师 ，工作非常努
力，他的双手会创造奇迹……他教我怎么用铁锤
和锯子，还教我怎样制造东西 。 这一切对我来说
太棒了。 他在我身上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

保罗的车库里有一个工作台 ，史蒂夫五六岁
的时候 ， 保罗就在上面划出了一块属于他的区
域。 很多家长都会阻止小孩“侵占”他们的空间，
保罗却正相反。 “史蒂夫，现在这块地方就是你的
工作台了。 ”他说。 保罗把工作台清理干净，将所
有的工具收拾整齐 ，按顺序摆好 ，欢迎史蒂夫与
他一起使用他的工具 ，分享他的空间 ，收获创造
的乐趣。

保罗喜欢购买一些旧汽车 ，将它们修好后再
出售。 翻修这些旧汽车使保罗对汽车的部件十分
在行，史蒂夫也因此开始对汽车的内部工作原理
产生兴趣。 保罗传授给儿子的，不仅是他对电子
产品的痴迷，还有他对工艺的完美追求 。 他常常
对儿子说 ，制造一件东西的时候 ，要做好它的每
一个部件，然后细致、用心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即使这个部件是安装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也不
可应付了事。

史蒂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他可以修
好任何东西 ，让它们重新变得有用 ，还能将任何
机器拆开，再重新组装起来。 这可以说是我在制
造业方面的启蒙。 发现我开始对电子设备感兴趣
后 ，他就总给我带回来一些东西 ，让我练习拆开
和再组装。 ”

三年级的时候，史蒂夫恶作剧的帮手是他的
小伙伴里克·费伦蒂诺。 他们俩在教室里放蛇把
同学们吓得尖叫着乱跑，他们甚至在老师的桌子
下点燃了鞭炮。 在里克的帮助下 ，多么复杂的恶
作剧都可以轻易实现。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会把自己的自行车用密
码锁锁好，排成一排。 史蒂夫和里克先弄清楚每
个人的自行车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以自己车锁的
密码作为交换， 套出了每一个同学的密码组合 。
当收集齐了所有同学的密码后，他们的行动就开
始了。

他们打开了所有的密码锁 ，再将这些锁锁在

其他同学的自行车上。 放学后，孩子们准备骑车
回家 ，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怎么也打不开自己
的车锁 。 史蒂夫回想起当年这些战果还是很兴
奋：“那天直到晚上 10 点， 同学们才将所有的
自行车从混乱的车锁中解脱出来。 ”

四年级的时候，校长勒令将这两个捣蛋大
王分开。 教四年级提高班的“泰迪”伊莫金·希
尔夫人自告奋勇要教其中一个男孩，于是她成
为了史蒂夫的老师。 日后，史蒂夫想起她的时
候，总是将她称为自己“生命中的圣人之一”。

伊莫金·希尔夫人在成长过程中就曾充分
发挥自己的天性。 3 岁的时候， 她便开始了舞
台生涯，以“小伊莫金”的名字登台演出。 她曾
参演了舞台剧 《兄弟姐妹》， 评论称她活力四
射。 在大学里，她仍然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

如今，她结婚了，是一名称职的教师。 也许
是出于对戏剧和表演的热爱，她成了一名不墨
守成规的教师，还可能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位充
满激情的教师吧，想去激发教室里每一位学生
的灵感。 不管怎样，她肯定已经在心里对这个
特别的男孩做了一番思量， 并想出了接近他 、
打动他的办法。

刚开学的几个星期里 ，她向史蒂夫发出了
一个挑战： 如果史蒂夫把数学作业本带回家 ，
独立地完成作业， 并且做对其中 80%的题目 ，
她就会给史蒂夫一只巨大的棒棒糖再加上 5
美元。 史蒂夫接受了这个挑战，成功地达到了
希尔夫人的要求， 得到了大棒棒糖和 5 美元 。
史蒂夫说 ：“她用一个月就摸清了我所有的情
况，并且点燃了我对学习的热情。 ”乔布斯回想
起这位老师的时候说 ：“她送给我制造相机的
工具 ，我造出了自己的镜头 ，并组装了一架照
相机……我觉得，那一年是我这一辈子在学校
里最用功的一年。 ”

希尔夫人当老师的四年级成为了史蒂夫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说：“我百分之百确定，
如果没有四年级时的希尔夫人和其他几个人 ，
我到头来会有进监狱的可能。 我能感觉到我做
事时的一些倾向，它们也许会引导我精力充沛
地做出一些大家认为很棒的事情，也可能会让

我做出一些人们不会喜欢的事情。 ”史蒂夫接着
说，“因此，当你年轻的时候，一点小小的修正，会
让你受益终身。 ”

学习愿望从哪里来
□ 陈 燕

《给教师的建议 》一书中 ，给我印象最深一
句话是：“请记住， 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
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生成好好学习的愿望 。
请记住，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的力量消失 。
缺少这种力量 ， 教育的任何巧妙措施都无济于
事。 ”这集中体现了苏霍姆林斯基赏识教育的思
想， 他认为教师的赏识是实现成功教育的核心
所在。

赏识其实就是一个字———爱 。 教师有了爱
才会用伯乐的眼光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 爱孩
子就要与孩子平等相处 ， 就必须走进孩子的情
感世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 学生再幼稚 ，
也有他的思想和感情 ， 也有他独特的思维和心
灵， 他们不是我们施恩或者显示个人魅力的对
象，更不是被动等待我们去塑造的苍白魂灵。

细细想想 ，孩子犯错误时迫切想得到的 ，是
教师的理解和帮助，而不是粗暴的批评和惩罚 ，
孩子们正是从错误中不断汲取教训才逐渐成
长、成熟起来的。 其实 ，孩子们看起来最不值得
爱的时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爱的时候 ，假如我
们讨厌孩子 ， 那么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就已
经结束了。

尽管今天的教育形势比之苏霍姆林斯基写
书的年代已有很大的变化 ，但他闪光的思想 、精
炼的语言，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 ，依然具有
指南作用。

培养学生投入的品质
□ 冯 艳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说：“逐
步养成儿童从事紧张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习惯。 学
生应当学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摆脱周围的一切，以
便集中精力去达到教师或自己所提出的目标。 要努
力培养儿童专心致志的习惯。 这种习惯就是一种学
习的状态：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而且这种
学习是创造性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叹：“我的学
生有多少可以达到此状态？ ”

审视一下我们的课堂，有一半学生能够比较积极
主动地思考，他们就像百米短跑比赛的运动员，不敢
有一丝的懈怠，生怕跟不上学习的节奏。 这部分学生
往往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能
够发现他们思考的轨迹；但还有一半学生要么是在被
动思考，要么根本没有思考，更不愿意举手发言。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教育的任务在于使学生在
脑力劳动中感到什么叫做困难。 我们的教学设计要
分层，要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有挑战的空间。困难设
计好了， 还要考虑学生有没有主动性去攻克这个困
难，这就取决于学生的兴趣。 对感兴趣的东西，学生
就愿意花费精力去思考、 研究， 就容易全身心地投
入。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只有在这种情境下才能真
实地发生。

就语文课来说， 教师不能每节课都讲解分析课
文，即使你分析得再精彩，长此以往，学生也会疲倦。
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想办法调动学生自身的主动性、参
与性。教师可以通过编排课文剧、辩论赛、报告研究等
方式，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过程中感受克
服困难的喜悦。 这样的课堂才有吸引力。

学别人要学出思想
□ 韩 雪

《给教师的建议》告诉我们：“在教师的集
体里，总有些有经验的教师，哪怕他只比你工
作早几年。 ”对此，我深有同感。

如何学习别人的经验？ 书中建议我们，同
行是不是有经验，先看看学生的练习本。 学生
的练习本是教师全部工作的一面镜子。如果发
现一个班的练习本字迹都很整齐，那么，你就
到这个班去听听课吧。苏霍姆林斯基想告诉我
们，学习别人的经验要虚心，不能盲目，要有目
的地学。

我在平时的工作中细心观察每一个老师，
当我发现一个班级在体育比赛中总是成绩优
异时，我就会多用些心思观察这个班级的课间
活动，向班主任请教成功的秘诀，询问学生的
训练计划；当我发现某个班级的常规习惯特别
好时，我就会去向这个班的老师请教培养习惯
的秘诀；当我发现某个班级的数学成绩整体都
很好、计算能力超强时，我就会向这个班的数
学老师请教教学的技巧；当我发现某个班的教
室的布置、实践活动都体现出家长的参与和付
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时，我就会向这个老
师请教怎样调动家长的积极性……

了解了同行的成功经验后，不能盲目地照
抄照搬。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们：“学习优秀
的经验，这并不是把个别的方法和方式机械地
搬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是要移植其中的思
想。 向优秀的教师学习，应当取得某种信念。 ”
我不是别人，我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我学习
到了别的优秀老师的经验并将其内化。 “用思
想去学，学别人的思想，学出自己的思想来”，
是我向别人学习的原则。

转变后进生的小窍门
□ 贺爱兵

苏霍姆林斯基在 《给教师的建议 》中 ，多次
谈到鼓励后进生阅读的问题， 比如 ：“后进生是
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一点所有老师都认同 ，他们
理解教材、 记住教材所花费的时间是大多数学
生的二三倍，而遗忘又快。 ”对于这部分学生，苏
霍姆林斯基的建议是扩大他们的阅读范围。 “学
习困难的学生读书越多，他的思考就越清晰 ，他
的智慧力量就越活跃。 ”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
些成效。 每年，我都会遇到各种学困生 ，如何走
进他们内心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 ，战胜困难 ？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 ， 课外阅读是帮助学生
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途径和方法。

李华（化名）不喜欢学语文，较爱学数学。 我
接班以后，发现他特别爱帮助人 ，我就称赞他是
“活雷锋”，并送他一个日记本，鼓励他把做的好
事记录下来。 因为他喜欢数学，我又送他几本有
关数学趣事的课外书。 在课外书的启发下，他不
再厌恶文字，语文成绩提高很快。

通过阅读转变后进生事例还很多。 我以为，
引导孩子与书为伴，养成每日阅读的好习惯 ，就
好像给孩子找了一个良师益友 ， 时时刻刻在他
身边帮助他进行自我教育 。 另外 ， 孩子在阅读
时，必然会产生联想和思考 ，这又在无意中促进
了孩子的智力（记忆力、理解力）提高。

怎样培养学习愿望
□ 刘晓慧

“学习愿望是学生学习活动的重要动因！ ”苏霍
姆林斯基提出，学习愿望并不取决于学生的任何天
赋才能 ，而是在日常劳动中 、在克服困难中逐步培
养出来的一种品质。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良好
情绪，对于培养学习愿望起着很大的作用。 教师的
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发展儿童从学习中得到满足的
良好情感，以便使其从这种情感中产生和形成一种
情绪状态，即强烈的学习愿望。

学习是把双刃剑 ，如果学业负担很重 ，孩子会
处于一种被动 、压迫的状态 ，以至于丧失对学习的
兴趣 ；相反 ，如果学习只停留在表面 ，学生在思维
过程中没有克服困难的强烈愿望 ， 甚至根本就没
有感觉到困难的话 ， 他又会缺乏认真思考深入探
索的愿望。

到底怎样才能保持孩子的学习愿望呢？ 首先，
教师不要把教材中的“棱角”给磨平，代替学生去克
服困难，而要引导学生走上克服困难这条道路。 其
次，要想学生学得有兴趣，教师首先要有热情。 在一
次研讨会上，有教师提到孩子不爱学计算。 当时，专
家说：“如果现在让你做课，会选择计算的老师请举
手。 ”只有两位老师举起了手。 专家接着说：“老师都
不喜欢教计算，孩子怎么可能爱学计算？ ”这句话深
深触动了我的心灵。 确实，教师对知识都抱着一种
冷淡的态度，孩子的热情从哪里来？ 因此，要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首先要对所授知识有热情。

学习兴趣从哪里来
□ 王 璐

自然界万物的相互联系、 运动和变化、人
的思想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兴趣取之不
竭的源泉。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话。

如何让学生对我所教的学科有兴趣？ 这
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方法，但
都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 过不了多久就要为
另想办法而伤脑筋。 怎样才能让学生对学科
保持长久的兴趣呢？兴趣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让我明白： 应该让学
生怀着探索的心去听课， 让他们发现知识之
间的联系和变化，从而获得学习的成就感，让
他们一想到我所教的学科就感到自豪和愉
悦。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
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
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 而在儿童的精神
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

就英语学科来讲， 知识之间的联系是比
较容易发现的。 教师不能抢走学生发现这些
联系的机会，这就是兴趣的源头。

用苏氏思想改进工作
———读《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王柱华/图文给犯错的学生留面子，就等于给他留了一条改错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