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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卫东

为什么我们总想教育学生？

这个问题可能问得有些莫名其

妙，因为教师不教育学生不成其为教

师，学生不接受教师的教育不成其为

学生。所以照一般人的理解，时时想

着教育学生的教师才是好教师，才有

敬业精神。

我们应该时时教育学生吗？

很多时候，学生的错误并不是因为

缺乏教育。破坏公物很可能只是在发

泄小情绪；冲突往往源于人的诉求不一

致，常能自动修复关系；“早恋”更是一

定年龄段身心成长的正常现象；而厌学

很可能是教学上的失误所致……

学生需要的与其说是教育，不如

说是理解。此时，教师应该做的是对

学生表示尊重理解，提供心理安慰和

支持，最后才谈得上一点点教育，这其

中，还应该包括教师对自身教育观念

和行为的反省。

我们不可能事事都为人师，我们

不懂的事太多太多，当遇到自己不懂

的问题时，我们能不能放下教师的架

子，向学生承认自己的无知？“弟子不

必不如师”的古训我们是否真的能够

接受？

当师生之间发生争议，并不表示错

的一定就是学生。在这个多元的时代，

学生的想法和教师不同是很正常的。

我们能不能抱着求同存异之心与学生

平等探讨？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学生

视为交流对象而不是教育对象？

即使学生真的做错了什么，我们

也不一定就得教育学生。

犯错误应该是学生的权利，只要

这种错误没有对他人造成损失，我们

又何必事事严肃处理？给学生一个失

败的机会，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教

育。“吃一堑，长一智”不失为一种自我

教育的方法，假如“吃一堑”都不能“长

一智”，那么我们“批一通”又能有什么

效果呢？所以，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有时，学生的错误可能缘于一个

“美丽的误会”“善意的妄动”。我们为

什么不能像苏霍姆林斯基面对擅自采

玫瑰的小姑娘时那样，先问一问情形

呢？作为教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当

作审判官、纠正师。我们更应该相信

“人之初、性本善”，应该相信“头脑是

一支有待点燃的火把”。这样我们才

会不夸大学生的缺点，才会把自己的

工作重点放在助学生“扬长”而不是帮

学生“避短”上。

丘吉尔说过：“我愿意学习，但不

愿意时时受教育。”一位教师，一心只

想着如何教育学生，敬业精神固然可

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平等意

识可能是欠缺的。因为他从心底里觉

得自己高学生一等，所以才时时觉着

别人需要他的教育。而实际上，教师

所掌握的也不全是真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许多问

题恰恰是教师教育不当一手造成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边在无情扼杀学

生的想象力，一边在认真地进行创新

教育。强烈的好奇心和发散思维是一

个人天生具有的，教师的任务只是保

护它，而不是扼杀它。

教育不是万能的，教师应该认真

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所限，厘清自己

的边界，哪些不是自己应该管的，哪些

是自己能够管的，不要因为自己是教

师就什么都管。从这个角度说，与其

要求教师把教育作为事业来追求，不

如把教育看作一种职业，教师多一点

职业道德而不是所谓的“奉献”可能对

学生更为有利。至少这样一来，会少

许多在“为了你好”名义下的支配甚至

侵权的行为。

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位教师的留

言，征得同意，引用如下：

长久以来，校长习惯了“我就是学

校”，而教师们也习惯了麻木与顺从，

不敢也不会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有时

会觉得自己很假、很委屈，心有不甘。

有时我也想让学生学会批判性地思考

问题，可是我自己本身就不具备这种

能力。自己都没有的如何教给学生？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实中，太

多的大人一直在干着这种事。如果教

师和家长把教育孩子的那些话都用来

自律，情况就会比现在不知好多少。

可惜，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

这就是当前的教育。自己都没有，自

己都不信，却煞有介事教育着学生，以

为这叫“成熟”。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做什么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则会被

认为“天真幼稚”，缺乏社会经验。

一个职场新人，必须像林妹妹进

贾府，不可乱说乱动，再不合理的现

象，也要为其找出合理的依据。为不

合理辩护、在不合理的规则下生存，还

要显得这是一种生存智慧。难道这是

教育的最终目标吗？

很高兴看到这位教师说“心有不

甘”，这是希望所在。无知并不可怕，

学呗。真正要警惕的是许多人在面对

学生时不由自主就摆出的那一副教育

姿态。

自己都没有，如何教孩子？
俞和军（楼主）
每所学校甚至每个班级都

成立了家长委员会，从目前来

看，家委会最主要的作用是：当

学校有统一行动（买校服、搞活

动、订资料等）时便于召集表态、

签字。那么，如何发挥家委会的

作用呢？你所在的学校有哪些

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许东宝
家委会是教师的好帮手，

在几个领头家长的带领下，一

切活动都不会“肠梗阻”，会很

顺利地开展起来。家委会架起

了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大家都

为了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而

不懈努力着。

当新班级组建时，班主任会

对全班学生的家长进行初步了

解，如家长的学识、兴趣、组织能

力、办事能力、奉献精神等，然后

综合考虑，再交家长会时选举，

最终产生家委会。家委会代表

全体家长，但工作还是要教师引

导的。我们学校很重视这块工

作，定期召开会议，学校的发展

计划、重大工程等都会征求家委

会的意见；举办的朗诵比赛、入

队仪式、元旦文艺会演等也会邀

请家委会成员参加。有时遇到

棘手的问题，也会和家委会一同

处理。

原动力
家委会作用的大小是衡量

一所学校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

要指标。学校建立家委会的初

衷是优化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社会即学

校。通过家委会，学校、教师可以获得更多的教

育资源。比如参观校外德育基地、贫困学生资

助、学生自救自护培训等，都可以通过家委会来

实现。同时，学校内部管理也需要家委会的参

与，比如改善学生伙食、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等。

需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避免有的家长利

用在家委会任职的机会给自己孩子搞特殊化；

二是学校不能以家委会的名义要求家长捐款；

三是家委会不参与学校排课。

翘 楚
小学一年级的家委会，所做的事无非是为

学生集体购买图书、乐器、班服甚至小凳等，家

长代表似乎尽心尽力做着班级事务。但一段时

间下来，普通家长们有些疑虑了，一是担心价格

是否高了，二是担心会不会有人以此自肥等。

在我看来，家委会绝不是仅仅做几件小事

的组织，而应该是家校合作的一个平台。所以，

家委会要做什么，需要好好策划。我校某班家

委会工作做得特别好，其中“家长读书会”尤其

成功。他们的读书会还邀请学科教师参加，分

享家庭教育的经验，有载体、有内容、有方法、有

效果，家校一心为着学生的成长而努力。

我觉得，家委会出面组织亲子足球赛、端午

节包粽子、爬山等活动，都是不错的事儿，一定

要抱着自愿原则，鼓励大家参加。如果硬性安

排，有些家长在背后发牢骚，好事就办成了坏

事。因此，家委会代表要选择有责任心的家长

担任，班主任要做好对家委会工作的指导。

吴笔建
成员的组成决定了家委会的号召力和凝聚

力。所以在组建家委会时一定要有选择，让一

些热心教育、甘于奉献、善于领导又有威望的人

士尽可能参与其中。在班级建设过程中，充分

发挥他们的才智，才能做到群策群力。

阿 国
家委会可以做什么呢？除了帮助班级收费

和完成学校指定任务以外，更多的应该是配合

班主任形成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给学生们形

成一个正面榜样，组织假日小队，分享家庭教育

心得，探讨教育困惑，配合学校共同抵制社会不

良事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也可

以代表全体家长对教师乃至学校的一些有争议

举措提出商榷和建议。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刘 芳

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捕捉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我习
惯在学生练习的同时巡视课堂，并及时将学生的错误收
集起来，当场针对性地进行集体处理、反馈、消化，但会遇
到两个问题：

其一是出错学生往往存在心理障碍，不愿出示错
题。个别学生错题上了展台，便会心如乱麻，如坐针毡。
我多次在课堂上强调，评议错题是“对题不对人”，多次鼓
励学生如实地“晒”出自己的错误，并向他们为大家提供
错例素材表示感谢。

其二是造成学生不便。答题本被我收走后，该生不
能继续答题，也不能继续自查纠错，只能等待错例讲解完
毕才修改。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在巡视过程中，用手机将学生的错误拍下来，以图

片的形式呈现在多媒体上，和学生们当场就题论题。这
样，答错题的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错误在本子上进行批
注；其他学生也不太容易注意到错题的主人是谁，可以更
加专注于错题本身；被收走本子的学生也少了忐忑不安；
而教师免去了收集本子和下发本子的麻烦……

除了错例收集，手机拍
照功能还有其他妙用，比如
可以将不同的作业进行对
比，引发学生不同角度的思
考；不仅可以拍学生的纸质
作业，还可以随手拍下学生
讨论或合作的瞬间，以及记
录学生学习中的过程性情
况作为资料。

□绍兴市越城区稽山小学 董 海

教学《慈母情深》接近尾声时，教

师让学生质疑。一学生问：“《青年近

卫军》的书怎么这么便宜，只要一元

五角？”

教师答：“在本文作者梁晓声的少

年时代，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

钱。你说，一元五角还便宜吗？”

学生摇摇头，教师的解疑也到此

为止。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案例有什么

想法？我问过这位教师：“你觉得这样

解答学生的疑问完美吗？”

这位教师被我问得一头雾水。

我说：“就问题本身而言，解答得没

错，你解开了学生心中的疑问。但是，

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来看，就不完美了。

你处理得太过简单，很肤浅，很苍白。

你只是为‘解’问题而‘答’问题，学生得

到的只是些常识性的信息而已。如果

你能抓住学生提出的看似简单的问题，

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品出文本中那些容

易被人忽视的细微处，那么，学生得到

的不仅仅是对问题本身的解答，还能加

深对文本的理解、主题的领悟，从而获

得情感的熏陶。”

随后，我跟他讲如何处理更好。

在教师讲解完时代背景后，可以这

样引导：

师：同学们，一元五角，相当于梁晓

声母亲两天的工资。而你们知道母亲

在这两天中是怎样工作的吗？

（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工作、一刻

不停地弯着腰工作、在几只灯泡烤着脸

的状态下工作……）

师：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母亲不

只一次拿出一元五角。她先后给了我

几次？从哪里能看出来？

（2次，从句子“数落完，又给我凑

足了购买《青年近卫军》的钱”中看出

来的）

师：是的，2次，共3元。相当于母

亲4天的工资，而这4天，母亲是在怎样

工作的？

（再次体会母亲的工作环境、工作

状态）

师：从这一元五角中，你体会到了

什么？

（慈母情深）

经过这样“充分过程化”的操作，相

信学生对“一元五角”的感悟会有质的

提升。

无独有偶，另一位教师在教学《梅

花魂》时，有学生问道：“老师，白杭绸是

什么东西？”教师答：“白杭绸就是白色

的杭州丝绸，明白了吗？”“明白了。”随

后，教学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位教师也犯了与上一位教师同

样的错误，没有把学生的问题引向深

入。当向学生解释完“白杭绸”后，教

师不妨追问学生：“祖父为什么要用白

杭绸来包那幅墨梅图？为什么不用一

般的布料，或者纸张来包墨梅图呢？”

这样提问，可以让学生明白，丝绸是高

档布料，尤其苏杭的丝绸最为珍贵；同

时，祖父这样做是有意为之，用心良

苦，挑选白色的丝绸，是为了与墨梅图

相匹配——白色代表高洁。祖父是在

表达心迹。

解疑如果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答

案，为答案而答案，那太浮于表面了。

面对学生的质疑，语文教师应该有文本

意识，要立足文本，循文而解，为教学活

动（这里指质疑）和文本内容的结合搭

建桥梁。这样的解疑才有厚度，有深

度，也更有效。

语文课上的问题都是语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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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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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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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学生
佩戴带通话功能的手表？

日前，湖师附小教育集团为四年级学生举行了一次“十岁集体生日”——成长仪式活动，
通过教师寄语、文艺表演、亲子互动等环节，营造成长仪式感，在学生们的童年记忆中留下难
忘的一页。图为学生接受家长赠送的生日礼物，并拥抱感恩。

（本报通讯员 朱 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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