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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温

□杭州市时代小学 楼彦志

有自驱力的学生，会自己寻找目标，实现

目标；遇到挫折，能为自己打气，克服困难。

不能不管，不能太严，教师只要掌握好管

理的尺度，就能等待学生的自驱力出现。

家长总是抱怨：“各种激励惩罚方法都用

了，这孩子就是不好好学习。”“我几天不盯，

就一塌糊涂。”

我一般会向学生提一些要求和目标，强

调个体努力的重要性，期望能帮助学生形成

积极的习惯，促成自驱力的发展，然而收效甚

微。虽有十几年的教龄，我也只遇到那么几

个自驱力强的学生——并且大概率上，与我

的教育无关。

《自驱型成长》这本书的作者提到：“对努

力的崇拜不至于错，但至少是不理智的。”这

呈现了另一种教育观点，要求我们教育者把

关注点从学生是否努力切换到学生承受的压

力，根据压力来调节学生的“控制感”。我且

概括为“压力控制模型”。

压力作为成长性思维模型的核心，分为

三类，分别是：正向压力、可承受压力、毒害性

压力。

前两项压力激发人体潜能，通过肾上腺

素和皮质醇影响人体，是学生成长的动力。

但长期的压力即毒害性压力，导致皮质醇分

泌过多，不但对情绪产生影响，还会对大脑产

生伤害，影响记忆力。

书中把学生比喻成一辆车，压力是动力

系统，压力越大，动力越强劲，但是车子也越

容易失去控制甚至翻车。

这一点倒是让我警觉起来。我们应该关

注车上显示压力的仪表盘，创造更多机会让

学生体验正向压力，当学生遇到可承受压力

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支持，尽量避免学生承

受毒害性压力。

运用这个模型，我在教学中做了尝试。

在五年级上学期中，我对学生每一次的

英语作业和活动都做了量化考评，体现在

“英语学分”系统中。到了期末，将每个班总

分最高学生的学分定为10，其他学生按比例

定学分，即乘以10，再除以最高分。

这个评价体系的优势在于避免了“第一”

的争夺，与最高分足够接近的学生，都有可能

拿到10分。

所以，学生的压力不至于太大，也就是形

成了书中提到的“正向压力”。

进入五年级下学期，因为有了第一学期

的实践，我让每个学生对新学期预设目标，由

教师审核，双方共同确定后写在课本的第一

页，并在每一节上课前读一遍。

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只需帮助学生应对

可能会带来伤害的压力。

书中提到：“控制感是压力的解药。”

作者提到大脑负责解决压力的是前额皮

质，其成熟期相当晚，决策判断功能需到25

岁，情绪控制功能要到32岁。

所以，我们教育者在学生成长道路上一

直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时刻关注，在遇到

毒害性压力时，及时调整方向盘，界定控制感

的合适区间，帮助学生排除无法承担的后果。

学生有能力做决定的事、结果不完美但

不离谱的事，都应该由学生自己做决定，并让

学生承担一切后果。在控制和承担之间，构

成闭环，让学生得到真实反馈，体验压力，学

习成长，再遇到相似问题时才会有更进一步

的解决方案。

在解释完压力和控制感后，让学生自驱

成长还需要最后一步：帮助学生建立内在动

机。也就是我们在离开副驾驶的位置时，还

得确保学生愿意继续驾驶这辆车。

培养内在动机，就是要满足学生的三个

内在需求。

1.自主需求：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让他有

掌控感，并且清楚掌控背后的责任。

2.胜任需求：不强调完成任务的能力，而

是强调完成任务的态度，建立胜任挑战的信

心；不是以降低任务难度来帮助学生完成，而

是帮助学生建立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比如肯

定其努力的某个行为。

3.归属需求：学生感觉到是被关心和关

爱的；亲其师，信其道。

以上是我对这本书核心内容的理解。书

中还有许多丰富可感的案例和具备扎实科学

依据的建议与方法。

□费岭峰

读着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

勒（1870—1937）的《儿童的人格教育》，我突

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敢说懂教育吗？

想到这，我不免打了个冷战。也许，作为

教师的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课上好，让

学生能够取得好分数，却忽视了教育本来的

职能。

很久以来，教师的职业定位似乎就是韩

愈所说的“传道受业解惑”。但对于现代教

育，传的是什么道？授的是什么业？解的又

是什么惑？

仅仅站在教育者的角度，由教育者确定

教育目标，这对受教育者来说合理吗？

教育应该有目标，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于

促进“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到底指

的是什么呢？促使“人的发展”的关键因素又

是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有所“发展”

呢？获得学科的思想、知识、技能、经验，会用

学科知识解决一些问题就算“发展”了吗？

我们往往忽略了，受教育者自身是否有

“发展”的欲望。如果受教育者不想“发展”，

教育又能何为呢？

这一系列问题，我没能在阿德勒的文字

中找到具体答案，但能获得一些启发。

教育者试图寻找一种有效的、统一的方

式对学生群体进行教育，于是就有了学校，有

了班级。但阿德勒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尝

试对于知识传授、技能获得可能有用，但对于

学生的“人格成长”可能是徒劳的。

因为“儿童成长总是伴随着一些主观的

东西”“个性的存在使我们不能将普遍规律适

用于所有儿童的教育”。

在阿德勒看来，“没有两个儿童在完全相

同的条件下长大”。因此，“即使运用同样的

教育原则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要想每个儿童都能有较好的发展，就得

找到适合个体的教育教学方法，这个过程既

漫长又需要耐心。“必须牢记，决不能粗暴地

对待儿童，必须不断地鼓励他们，向他们解释

现实生活的意义，使他们不至于将幻想与现

实世界分割开来。”

阿德勒作为个体心理学之父，对儿童的

成长行为分析贯穿全书。他强调：“如果脱

离整体人格去考察儿童某一个单独的行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将该行为与

这个人的整体人格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

行为。”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对于学生

学业上存在的问题，如果只从学科知识学习

的单一角度寻找原因，就算能解决问题也只

是表面的，因为没有从内心去触动学生。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事实上，这种观点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

一些学生在学科学习中碰到困难，教师虽然

给予多次帮助，却仍然无法取得良好效果。

我们在优秀班主任的经验介绍中，能看

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有的学生作业质量不

高，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他根本就不想

做；有的学生经常有欺侮同伴行为，不是因为

他不知道行为不可取，而是他想以这样的方

式博取大家的关注……

阿德勒对个体心理研究相当深入，我曾

在读完他的代表作《自卑与超越》后，写下一

句话：“这是一部适合于每个人读的书。”这次

读完《儿童的人格教育》，则想说：“这是一部

适合于每位教师与家长阅读的书。”

我们若能准确把握行为背后的动机，从

源头上加以改变，唤起学生的主观意愿，会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阿德勒的文字给予

我们的启示。

一线教师要学会这种本领，要用心关爱

班中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同时，作为一名学科

教师，也要注重学生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习得，

关注学科思维与经验。

将学科置于发展人的角度进行思考、设

计与实施教学，应该成为教师的基本功。

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让人更好地发

展，顺乎天性应该是教育本来的样子。

（作者为浙江省特级教师、嘉兴市南湖区
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

□王 东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夏琴园长，她

眼里有光、走路带风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

而拿到还散发着墨香的《追梦与蝶变》一

书后，我对她的认识似乎又进了一步。

要知道，幼儿园园长是个繁杂、琐碎的教

育岗位，匆忙的脚步很少能停得下来。

夏园长却忙里偷闲，看一看来时的路，想

一想做过的事，凝神定气，用细腻的笔触记录

下了自己的幼教生涯，以及对学前教育的所

思、所悟。

书不厚，封面上的田野和大路大概是对

中国乡镇幼儿园的隐喻，它们起点不高，草根

生长，却是城市化进程中一股越来越不可或

缺的力量。

这些没有聚光灯投射的幼儿园经历了怎

样的过往，又有什么样的现在，该走向何方，

值得热爱教育的人给予关心。

对一所幼儿园，以往我们可能只注意到

园舍、场地、设备等外显的东西，而《追梦与蝶

变》则转换视角，深入到办学者、教师等个体

的心灵世界。

字里行间描述了仓前幼儿园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蝶变史，却反映了一群学前教育

人的追梦史。如同歌里唱的一般，他们就像

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小小的天有

大大的梦想……

我喜欢书中略带自传式的娓娓述说。

穿越时光的声音，没有高深的理论武装，也

不做宏大叙事，只是讲述那个园子的前世今

生，说园子里的人和事。看到的、听到的、想

到的和做到的，不管是笑还是哭，都那么明

亮动人。

书中有一段写到作者初进幼儿园时内心

的失落与行动的踟蹰，肯定会勾起很多人的

回忆与共鸣。

然而，追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质，无论

时代与体制怎么掣肘，都浇不灭他们的心中

之火。

正是依靠这种内心力量的驱使，才使挡

路的顽石变成了向上的台阶，才能整合方方

面面的有利因素，使幼儿园最终走上发展的

快车道。

于是，教育理念的转变、课程改革的推

进、特色化办园、集团化办学等都变得自然而

然，化茧成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追梦是蝶变的动因，而蝶变则是追梦最

好的奖赏、下一次出发的号令。

他们把孩子的笑脸当成无上的褒奖，把

家长的点赞视为最高的礼遇，这是多么朴实

的教育梦。

没有这样的教育梦，不可能走上这路，这

是一条注定与懈怠、拖延、惯常不妥协的卓越

之路，也是一条需要开拓、创新、奋进、忘我的

淬炼之路。

在学前教育改天换地的大时代，我们见

证了太多高颜值的幼儿园拔地而起，也应该

倾听那些来自底层的、细小而清新的声音，为

他们奔跑的身影喝彩。

《追梦与蝶变》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

点；是一段回忆，也是一份鞭策。

书 名：《统编小学语文，可以这

样教》

作 者：韩素静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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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

作 者：徐世贵 纪文杰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名：《怎么做课题研究：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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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费岭峰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名：《教师如何快速成长：专

业发展的六大素养》

作 者：罗树庚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名：《从班会课到成长课

程——德育特级教师的班会

课微革命》

作 者：林志超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驱型人格在教学中的落地探索

顺乎天性就是好的教育

书 名：《儿童的人格教育》

作 者：［奥］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名：《自驱型成长：如何科

学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律》

作 者：［美］威廉·斯蒂克

斯鲁德 ［美］奈德·约翰逊

出版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追梦的身影最闪亮

读书用书

纸香墨飞

书 名：《追梦与蝶变：乡镇

幼儿园崛起之路》

作 者：夏 琴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