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
修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6

投稿信箱：bbsteacher@126.com
2018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五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郑良仙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

这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论读书》中

的一句话。套用此话，教师培训也有三种目

标：“怡情”“傅彩”“长才”。三者之中哪个最

重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长才”——提高

教师业务水平。因此，教师培训的主题往往

就是培训业务知识：学习教育理论、方法、案

例。但笔者认为，换个角度来看教师培训，

不妨把“怡情”作为培训的主要目标。

“怡情”就是陶冶情操，具有生活情趣，

使心情愉悦。如果一位教师除了自己的专

业而对其他事物毫无兴趣、毫不知晓，他可

能是个称职的学科教师，但人格魅力往往不

足，对学生吸引力也不大。

一位教师的实力、魅力不仅体现在专业

素养上，也体现在非专业素养上。比如，我

校有一位教师爱好书法，水平不逊于专业书

法教师；他还喜欢研究老子和庄子，文学功

底不亚于语文教师；可他教的学科却是数

学，他引用《道德经》给学生讲三角函数，学

生喜欢得不得了。

还有一位曾经背包走遍三分之二中国

版图的“独行侠”，他教历史与社会没有一个

学生不喜欢。

这样的教师，有点像黄药师，多才多艺：

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医学算数、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都有极高造诣，也没怎么见他苦练

武功，可他“落英神剑”“玉箫剑法”潇洒俊

雅、独步江湖。这样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

只是知识对知识，可能是生命对生命的影

响，能让学生终身受益。

不可否认，知识素养是教师素养的一个

方面，而大部分教师的专业知识在上大学期

间已经有相当储备。但走出校门之后，如若

不学习，故步自封，就跟不上知识更新的步

伐，面临知识老化，肯定会影响教学。比如

在社政学科方面，一些法律表述的变化；在

历史学方面，一些新证据的出现会使历史结

论也发生变化，等等。教师如不及时学习，

死抱着自己学生时代的所学，必然会遇上新

问题。

因此，教师培训中安排一些学科前沿知

识的业务培训很有必要。但如果教师培训

只定位为专业知识培训，即“长才”，那显然

是不够的。因为“怡情”重于“长才”。如何

“怡情”，首推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带给人们心灵的熏陶和自我

调节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变得高贵、理性。

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不仅热爱事业，而且

热爱生活，积极上进；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才可以将幸福感传递给学生。

以圣人孔子为例，若论专业知识，按今

天的分类，孔子的专业只怕无法界定。孔子

在课上经常和学生谈论音乐、诗歌；谈理想，

谈做人的道理；谈礼仪制度，也谈文字读

写。《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次和学生谈理

想，其中有个学生回答：“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夫子喟然赞叹，明白地告诉我

们，“怡情”最重要。

再从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要

培养怎样的人？是会解题、会考试的人，还

是会生活、有思想的人？答案显然是后者。

许多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也告诉我们“怡

情”的重要性。钱学森曾说过：“一个有科学

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

化艺术修养。”钱老不仅是科学大师，在音

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深造诣。无独

有偶，科学大师爱因斯坦自小就迷恋音乐，

他 6岁练习拉小提琴，唯一的消遣就是音

乐，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身不离琴。他在创

建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思索陷入困顿时，

就不由自主地拿起琴弓。

许多科学家都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建

筑学家梁思成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地质学家

李四光学过作曲，数学家苏步青、华罗庚、谷

超豪多有诗集问世，袁隆平的业余爱好是拉

小提琴……这些科学家的成长得益于他们

曾经遇到的良好教育环境和师资。

钱学森曾经回忆给予自己一生深刻影

响的17个人，其中中学教师占7位，他的美

术、国文、音乐、科学精神等基础就是这些教

师为他奠定的。钱老说自己受到了艺术熏

陶，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思路更开阔，思维更

敏捷。足见中学教育之重要，也足见教师具

有广博人文情怀、艺术修养之重要。

综观眼下的教师培训，功利性过于强了

些。大伙儿目光灼灼，紧盯教材教法、考试

评价等。教师的心灵诗意不起来、丰盈不起

来，他的课堂也就灵动不起来。笔者建议今

后的教师培训不妨多开设一些人文、艺术内

容，让音乐、书法、绘画、舞蹈、文学、哲学等

进入各学科教师视野。让教师“怡情”，才能

在学生心中播下美的种子。

□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

批评是学校教育中的一种常用手段，教师对学生的不

良言行给予否定评价，并予以警示，引导学生从缺陷、过

错中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批评要公正合理，恰如其分，不能有一点错就全盘否

定，不能一分错当成十分错，也不能今日错带上曾经错，

这些做法都是不合适的。教师遇到学生有过错时，要弄

清原因和过错程度，不能在不明情况下，对学生横加指

责，上纲上线，甚至造成精神伤害。这样不仅达不到教育

目的，反而会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在批评方法上，应先指出“对”，再指出“错”；先表彰

“曾经”，再指出“今日”；乃至可以先做自我批评，再进行

批评。批评时要对事不对人，尤其不能涉及人格，更不能

讥讽奚落乃至咒骂，不然就会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导致学

生情绪对立。

我们常说“数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是说在教育

学生时，要以正面鼓励为主。否定式批评不宜过多、过

滥，不要当成第一甚至唯一的手段。正确而智慧的批评

是一种压力，但同样也是一种鼓励、一种动力。

教师和家长面对学生的问题，一定要沉着，控制住无

益和突然爆发的情绪，讲究批评艺术，增强育人意识，凸

显批评智慧，让批评充满人性光辉。

来听一段学生的内心独白：

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很愚钝。她经常对我们吼叫：

“你心飘到哪里去了？”或者“如果你不专心，你就永远学

不会弹钢琴，更何况你还笨手笨脚”。你能想象教师会说

这种话吗？

自从跟一位新老师学琴以后，我进步不少。她真是不

可思议，比如，当我弹错《蓝色狂想曲》，而且拍子也不对

的时候，她总会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弹法，你对音乐的诠

释新颖独特。只是有些地方要注意一下。我弹一次，你

听着。”于是，她坐下来弹给我听。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

温和的批评。我心想：这位老师多棒啊！

再来看一个智慧案例：

一位教师即将到某所少年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调皮

的学生给他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台阶。当他疾步走上讲台

时，中了陷阱，滑了一跤，全班哄堂大笑起来。教师慢条

斯理地站起来，挺起胸膛说：“这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

课：一个人跌倒不要紧，但是他必须再次站起来。”一片寂

静之后，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教师的这番话被所有

学生接受。

这位教师是位真正的教育者。他善于运用智慧的力

量来扭转情势。出丑时，他不是通过责罚和恫吓来挽回

面子，而是用语言打动学生的心灵，因为他说出的其实是

这些学生的渴望。

批评学生的方式有很多，你平时喜欢用哪一种呢？

“怡情”在教师培训中
比提高业务水平更重要 让批评充满人性光辉

□湖州市南浔区马腰中学 龙 萍

双休日一早，两辆SUV载着8名学生，

还有随行的4位教师，前往直线距离10公里

的南浔镇前洪村，开启“走读洪城遗址”乡村

研学旅行。

没想到导航精准度不够，害得我们在乡

村公路上绕了不少弯路。最后在村委会与

向导陈桂荣老人会合。

置身新石器时代洪城遗址中心，我们略

有些失望，事先查阅的那些古朴粗犷的“夹

沙泥质红陶、夹沙灰黑陶和泥质灰黑陶”，怎

么都杳如黄鹤？眼前仅有菜地、稻田、肆意

疯长的杂草和拆剩的旧厂房。

陈爷爷平静地解释：1989年被列为省级

文保单位后，洪城遗址没得到过特别的保

护。10余年前村民居然在此建厂，如今才被

勒令拆除，恢复原貌。反应快的侯同学说，

应该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行动结

果，陈爷爷连连点头。

一行人来到横跨双林塘河高大的水泥

钢筋桥上，俯瞰遗址，桥上“五谷塘桥”4个大

字让我猛地意识到：这不是与前洪村有名的

古桥“五谷塘桥”同名吗？

没等我想明白，李同学已抢先向陈爷爷

求证。陈爷爷耐心地解答：因为1999年航

道拓宽和运输量增大，原来的五谷塘桥被拆

除，新造大桥沿用了旧名。

不过，老桥还在，移建到了南庙前面的双

林塘河边。学生们连连表示，这个办法两全其

美，既适应时代发展，又很好地保存了文物。

一旁的余老师插话了：“水产村永丰塘

桥文物价值更高，也在那年为航道拓宽让

路，说是会异地重建，可是至今还无下文，令

人惋惜。”

学生们听后，边记录一二，边略有所思。

走走停停中，大家来到北庙。只见庙门

紧闭，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门柱上略显古朴

的对联“紫气笼北庙人杰地灵，佛光照洪城

物华天宝”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辉煌。

我介绍道：“这里曾是清朝著名书画家

沈宗骞居住之地，其余名人请大家回去补查

资料。”

这厢，学生们忙着记录对联；那厢，教师

们发出诧异声，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历史现

场。只见泥地里躺着一块半裸露的大清石，

看着就有些年份。接收到我们探询的目光，

陈爷爷开口解密：“这是日月古桥拆建后遗

留的桥石，因为太重，村民们只能将它留下，

能搬走的全用在南面新建的人行桥上。”

古代没有今天的重型机械，怎么将这些

桥石组装成石孔桥？学生们为古代工匠的高

超技艺点赞。参观完有三千年历史的遗址废

墟，大家穿过高粱地，饶有兴致地踏上五谷塘

桥，感受水乡特有的三孔石孔桥魅力。

陈爷爷童心大发，带领学生们认真数着

桥坡39级台阶，站到桥顶，遥望远处船只，

遐想当年“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景象。

突然张同学惊叫：“大家快看呀！四只

石狮子，颜色不太一样呢？”

我们围过去仔细瞧瞧，果然如此，桥顶

两对坐狮望柱，东边两只石狮子颜色泛黄，

显得沧桑；西边两只石狮子颜色更新，显然

不是同时期制作。

什么缘故？还是陈爷爷为我们解开了

疑团：此桥建于民国年间，2000年异地重建

时，一对石狮子掉在河里，河水太深，没法打

捞，只好让它们暂时沉在河底，另造一对。

大家恍然大悟，炙热眼光再次聚焦东边

狮子，这可是文物呀，可得好好看看。嗯，确

实比西边的更精巧些。

欣赏完风景和文物，大伙儿依次排好，

让桥下的都老师为我们留影。

研学之旅即将结束，大家恋恋不舍地与

陈爷爷告别，回程路上反复回味家乡跨越千

年的悠久历史。学生们迫不及待地询问下

次“乡村研学旅行”的日期和安排，我微笑着

答复：下次，会带更多学生来参加。

在田野中寻访家乡历史印迹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中心小学白洋校区
陈升阳

临近期中，朋友的孩子在一次平时检

测中成绩不是很理想，朋友就着急了，跟我

说，他的孩子每天都很忙碌，要上兴趣班，

还要完成作业，每天都挤得满满的，家长也

跟着一起忙碌。

当然，他的孩子能晒朋友圈的小荣

誉也不少，就是没想到学科成绩掉下去

了。朋友那个急啊。兴趣班不能放弃，因

为这些都是孩子自己喜欢的；学科成绩更

不能放弃，朋友还相信“时间就像海绵里

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于是再挤时间

亲自辅导。

孩子一旦接受不了，朋友就批评，上升

到“学习态度”的问题了……

记得《学弈》一文中，两个学生在同时

间学习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想看天

上的鸿鹄飞过，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学习态

度不同。

就像我们班的一个学生，非常喜欢踢

足球，一放学就奔向足球场，即便还有作业

要订正。有几次教师在场，他无奈地留下

接受辅导，而心早已飞到了足球场上。

然而换个角度讲，他是一个对足球非

常“专心致志”的人，在他的心里，足球就是

伙伴，足球场更是课堂。我们能简单地下

定论那个喜欢踢足球的学生将来不会成器

吗？我们能简单地说《学弈》中的学生学习

态度有问题吗？

前几天，我和爱人带孩子去上海科技

馆参观游览，一路上拍了不少照片。回家

筛选照片时，电脑满了，我们只得重新整理

以前的照片文件夹，才能继续筛选……这

就像一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有空闲可以

见缝插针式地学习；如果已经被挤占，势必

要对已有的安排进行筛选，才能增加新的

学习内容。这就是“选择”。

学弈的那个学生，因为选择了等鸿鹄

飞过，就自动忽略甚至删除了学弈的内容；

喜欢踢足球的学生，因为选择了踢足球，就

暂且搁置了一部分作业；朋友的孩子，因为

选择了喜欢的兴趣班，学科成绩有了暂时

的退步……这就像手机或电脑因为资源有

限，选择存储了不一样的内容。

因此，当我听到教师或家长批评孩子

学习态度有问题时，我总会打心底里帮学

生说话。我们要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因

为这能让他们活出最好的自己，迎接更加灿

烂的明天。

学习是一种选择，不存在态度问题

外国教练的独到之处

□丽水中学 吕驾宇

暑假，儿子参加了一个篮球训练营。执教的是一位外

教。好奇心使然，我认真地旁观了几节他的训练课。

果然是有独到之处。

第一是游戏精神。几乎每一项专项训练都会以竞技

性游戏的形式出现：投篮训练，会有以准度和速度为目标

的竞技，决出最后的一名优胜者；运球训练，会有限定区

域内的运球抓人游戏，被人触碰、球运出界就出局了；而

运球上篮训练，仅仅是因为将所有人分成两个小组，比哪

一个组先投进十个球，一下子，紧张感和投入度就全出来

了……在游戏过程中，学员不经意间便掌握了一个又一个

动作。

第二是参与意识。外教注重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训

练游戏中。比如，在投篮竞技中，被淘汰者成为旁观者，

但即便是旁观者，也不会置身事外。因为有一个赌局等着

他——预测剩下的队员谁会成为最终胜利者。押宝之后，

旁观者就跟押宝对象结为同盟，押宝对象一旦出局，大家

要一起受罚做俯卧撑。

第三是激励意识。在训练和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学

员有了好的表现，教练便会示意暂停，询问他的名字，然

后大声喊他的名字，并让所有人一起喊他的名字，算是一

种嘉奖。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不假，这个夏天，儿子的

运动兴趣被激发，训练中始终兴致盎然，即便是一天两

练，也不觉得辛苦，球技提升非常明显。

这确实让人深受启发。

微信朋友圈中热传一篇名叫《机会往往会伪装成困难》

的文章。该文章说，只有做困难的事，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因为“机会往往会伪装成困难”，所以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

难。我想，这与中国人推崇的逆境成才论一脉相承。

而这位外教的所为则相反，他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困难，通过竞技、游戏、激励，将机会从困难的重

重包围、伪装中还原为机会，让学员一眼就看清它，爱上

它。因为爱，让人激情迸发，忘却疲惫，激发潜能，逼近

成功。

指点迷津 有感而发

窥视彼岸

贵在质疑

屐痕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