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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一个无任何特色的教师，他教育的

学生也不会有任何特色。”也许你会觉得

苏霍姆林斯基的论断过于武断，学生的

特色哪是靠教师的教育单方面形成的？

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难道可以忽视吗？

而且，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脾气

各不相同，教师的特色不一定都合每

个人的胃口。

这么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苏霍

姆林斯基任教的那个时代，苏联刚刚

结束伟大的卫国战争，一片瓦砾，百废

待兴，学生的个人生活背景高度相似，

学生特色也高度依赖于教师特色。

对于我们国家当下大多数家庭条

件较为一般的学生而言，也非常适用

于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名言——教师

特色何其重要。

我想说说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

这家餐馆位置偏僻、面积不大、装潢普

通，却几乎天天爆满。一到节假日、双休

日，如果不提前预订，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是这家的菜品独一无二吗？

不，菜单上提供的只是一些本地

菜和家常菜。

是价格特别便宜吗？

不，有几道菜的价格甚至比其他

餐馆贵好多。

是这里的服务员小姐姐长得好看吗？

不，端菜抹桌的一看就是农村大妈。

那么，这家餐馆凭什么吸引一批

又一批的食客？

答案是：它就靠两道招牌菜——

醋熘鱼头和白切鹅肉。

可是，这不是极平常的菜吗？

是的，菜很平常，价格却不平常：

醋熘鱼头188元。

包头鱼也就30元左右一公斤，一

只鱼头1.5公斤左右，大约45元。醋

熘一下，汁黄肉白，鲜嫩爽滑，价格就

噌噌往上翻倍。偏偏这道菜食客最

爱，吃到最后连汤汁都舀得精光，多花

银子也心甘情愿。

醋熘鱼头哪个厨师不会做？可就

是做不出这家餐馆的味道。所以说，

这家餐馆的醋熘鱼头，卖的不是醋，也

不是鱼头，而是厨师独有的手艺。

餐馆的招牌菜就好比一所学校的

教师特色。

不同的学科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

色，每一门学科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就

语文而言，有听、说、读、写。单就写而

言，又有写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单

就毛笔字而言，又有篆、隶、楷、草、行。

一位语文教师如能把其中一项修

炼到超出一般同行的水平，就可以称得

上初步建立起了语文学科的教学特色。

体育教师的特色更有目共睹，如

果是运动员出身，往往会有一些长项，

曾经获得过省市级以上比赛的奖牌，

甚至是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这样的体育教师，同行佩服、学生

敬仰，教学上的特色不言自明。

当然，单项才艺的一枝独秀，是教

师特色的重要组成方面，但并非全部。

教师特色还包括教师的人格魅力

和教学风格。人格魅力是指教师的思

维方式、处事作风等，教学风格是指教

学过程中的教材处理、语言特点等，这

些都会影响学生的特色形成。

特色是品牌，是魅力。比如我们

国家，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越是民

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有特色越有价

值，特色是谋求幸福生活之道。

去年，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脱贫是直接给钱

给物吗？不，输血性救助不是长久之

计。是易地安置、整体迁移吗？有，但

那只是很小一部分村落，生存环境过

于险绝，比如凉山的悬崖村。

那么，扶贫的主要解决之道是什么？

是扶植特色产业或特色产品。比

如一地适合养羊，政府就请来专家，帮

助村民选择羊种，宣传发动，技术指

导，推销经营……

这样的造血性扶贫，是利用当地

的地方特色，让贫困地区的人获得发

展的能力。唯有如此，脱贫成果方能

持久稳固。

教育与扶贫的原理如出一辙，教

育的本质不是拎起耳朵灌输，撬开嘴

巴强塞，而是教师用真情去感化，用特

色去熏陶，用言行去引领。

教师特色的意义是重大的，也是潜在的。

在接受教育的人生旅程中，每名

学生会遇到上百位教师，如果被这位

教师的这一特色影响，又被另一位教

师的另一特色影响，如果遇到的每一

位教师特色都是杠杠的，所有的学生

都会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赤橙黄绿

青蓝紫，百花争艳春满园。

我们当地有一位体育教师，因错

过教师招考年龄，50多岁仍在代课。

周边学校抢着想让他代课，抢不

到他就一直念叨他。为什么呢？因为

只要是他带过的学校田径队，哪怕原

有的体育基础很差，都能取得非常不

俗的比赛成绩。

比如他现在任教的是一所农村小

学，体育比赛成绩在区里遥遥领先，稳

居第一。

他对我说过：“我从小热爱田径，因此

田径成了我的特色，是我的立足之本。”

特色是什么？我想用一首诗来

表达：它是草尖上的花，是树叶间的

果，是梅花

鹿上的角，

是大公鸡上

鲜红的冠，

是喜马拉雅

山上的珠穆

朗玛峰。

每一位

教师都应该

问 一 问 自

己：我的特

色是什么？

□衢州新星初级中学
蓝小成

我校位于衢州市经

济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占学生人数一半以

上。大部分家长学历为

初中，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较少；加上平日里忙于打

工，很少参与孩子的学习

管理。

孩子一上初中，亲子

关系极为紧张，不少父母

与子女之间无法沟通。

为此，我校开展了“新

父母合格证”培训活动。

活动已坚持多年，有效提

升了家长对教育的认知和

能力。家校形成合力，学

生成长效果显著。

具体做法是：初一新

生进校前，学校就组织新

生家长走进“家长学校”

课堂，指导家长完成相关

课程培训。

课程内容和形式多样，或举办讲

座，或推荐阅读，或开设论坛，有教育

专家分析案例，也有家庭教育现场模

拟等，完成初期培训的家长通过考核

即颁发“新父母合格证”。

虽然有了“持证上岗”的资格，但

“家长学校”的学习并未终结。

初中三年，每学期都有“家长学

校”培训活动。家长完成规定的学

习，通过考试、评价，确定星级。

“新父母合格证”采用星级制，每

学期加一星，最高五星，等级评定结果

公开。

培训中最受欢迎的是教育论坛，

采用“私董会”的模式，通过提案、阐

述、提问、澄清、分享、建议、总结等流

程，家长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找准问

题，在分享建议过程中解决问题，同

时锻炼了沟通表达能力。

家长们“奔着问题来，带着满意

归”，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探究，

习得了新的家庭教育思维。

“让我们一起做称职的家长。”

“智慧家长，助力梦想。”这是“新父

母合格证”培训活动开展的初心。

聚合家校力量，探索培训新模式，

“让每一个学生成为未来的新星”是

培训的目标。

一介武夫
呱呱坠地的婴儿，白纸

一张，怎么可能有自律、自主

的意识呢？可见，学生的自

主性是可以后天引导的。

每年 9 月，我校一年级

新生入学后，对小学的学习

生活不是很适应。因此，开

始的两周教师不进行文化

课教学，而是以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为主，为他们今后的

自主学习做准备。

从历届学生的发展情况

来看，学校的这一措施取得

了成效。

赵占云
思考三个问题：

1. 学生为什么会自主地

去找零食吃？

2. 学生为什么会自主地

想要买玩具？

3. 学生为什么会自主地

上网玩游戏？

这三种自主性不需要家

长或教师的任何引导，学生

都会有意识地自己去尝试，

而且往往需求非常迫切。究

其原因，无非是被这些东西

吸引。

一介武夫
相对于学习，学生对买

玩具、玩游戏有着明确的目

的性，知道满足自己的乐趣，

而学习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

了 让 家 长 满 意 ，让 教 师 满

意。学习的意义在哪里？他

们不会去思考，学习上的主

观能动性就丧失了。

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

习自主性，需要端正学生对

学习的认识，教师在教学中

需要更用心，让学生在学习

之后有一种获得感，激发求

知欲。

赵占云
学生年龄小，抗干扰能力弱，受环境、原有知识

影响大；学生觉悟高、思想认识到位的，不管外面世

界多精彩，也能进入学习状态。随着年龄增加，自

主性会加强，在图书馆里看到大学生在学习，那是

真的认真，不需要家长、教师去逼了。

yhglll
不自由，无自主；太自由，更无自主。

窃以为，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

积极性，最佳途径莫过于制定契合每一个学生成长

的目标规划，辅以恰如其分的框架标准，用规则之

爱在学生身后默默关注，不疾不徐，静待花开。

浩 军
一是需要家庭去教育和引导，毕竟父母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二是用校园文化去熏陶；三是用

榜样的无穷力量去示范；四是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去

感染。和风细雨般的言传身教，可以将学生引领到

不怕挫折、不断进步的境地。

杨铁金
教学活动犹如演奏交响乐，人人都需要听从指

挥。所谓学生的自主学习只是学习方式，学习目标

与内容都是设定好的。

yhglll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学习，

是因为萦绕身边的诱惑太多了。

但事实是，整个世界的信息都已经碎片化，任

何人都不可能逃避。想要学生自主，必先激发其内

驱力，而不应强调太多理由。

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一书中指出：“儿童内在

也有一个自然、有序的成长过程，它只需要我们提

供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

我认为培养学生自主性的最大障碍，可能还在

于“信任”二字，一方面家长和教师并不认可学生拥

有自主自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一味责备学生没

有自主自律的能力，这样的做法有悖于罗森塔尔期

望效应。唯有不带功利的目标，辅以爱和信任的实

践，才能真正培养出学生的自主能力。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中午在餐厅，同事小张跟我说了

一件事。他班里有一个女生，想给教

科书的编委打电话，问一问：为什么

要安排《景阳冈》这么长的课文？

我听了觉得很好奇，就问原因。

小张回答，因为每次该女生犯

错，教师就罚她抄这篇课文，女生说

她“手指都要抄断了”。

虽然女生最终没有打那个电

话，但这件事让小张进行了深刻的

反思，而我听完他的讲述后，内心也

受到强烈触动。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自己经

历过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代管四年级某班，让

学生阅读课外书。

其间，一个男生时不时地打扰

周边学生看书。我再三提醒无效，

于是把他叫到讲台边上来：“你自己

说，老师该怎么惩罚你？”

还没等该男生开口，好几个学生都

说：“老师，老师，罚他抄《小英雄雨来》。”

还有的学生说：“罚他抄10遍。”

我问了原因，也是因为这篇

课文很长，经常被教师选中让学

生罚抄。

罚学生抄课文是教师最常用的

一种惩罚手段，还选篇幅长的课文

来罚。在这些教师眼里，这样可以

压服学生。

可是，这种压服式教育的效果，

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上述案例

中的女生就是证明，学生表面上可能

是被压住了，但心里真的服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成人都

难免犯错，何况少不更事的学生。

学生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可

以被理解和原谅的。

作为教师，要换位思考，放下身

段，以孩童的眼光、学生的心态，理

性看待学生犯错。

如果真到需要惩戒的地步，教

师也要心平气和地、循循善诱地引

导和开导。

在惩戒的过程中，教师自始至

终要记住，学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

一个正在自我塑造的人。

我认为，在惩戒学生时，必须把

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惩戒的目的不是“杀鸡给

猴看”，也不是让犯错的学生“尝尝

苦头”，而是让学生明白，犯了错误

必须勇于承担，培养一种责任意识。

因此，在惩戒时，教师应该把握

好度，不能过分严厉，以免增加学生的

对抗情绪；也不能过于宽容，不痛不

痒，使学生对错误的严重性没有认识。

惩戒要科学、适度，要以学生能够

接受的方式，将育人效果发挥到最大。

其次，惩戒学生应做到“对事不

对人”，不感情用事，不能在学生面前

“耍威风，出恶气”。

教师对学生的任何言语和行

为，都要以生为本，出发点都是关心

和爱护学生。

惩戒也要回到教育本身，静心

想一想学生的感受，发现并抓住教

育时机，在保护学生自尊心的基础

上，采取最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

措施，用爱心去温暖、感化学生。

最后，惩戒要注意方式方法，避

免经常使用单一标准和传统方式，

诸如痛斥、罚站、罚抄等。

惩戒要对症下药——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比如，对不认真完成作业

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有意义的

学习任务；比如，课间疯玩、行为不文

明的学生，可以让其静坐几天；等等。

总之，惩戒不是为了助长“恨”，

而是一门“爱”的艺术。以“爱”为前

提的惩戒，才能助推教育，助力学生

健康成长。

惩戒：以爱之名，科学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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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结果
差异较大时怎么办？

新
父
母
合
格
证

东阳市外国语小学每学期都会举行“百个岘峰书吧”公益圆梦行动，已经坚持了4年。学校大队部组织学
生收集废报纸、废纸箱，利用筹集的款项购书，积累“梦想基金”，然后送书下乡，“举手之劳，书香助人”的意识
深入人心。学校的捐赠纪录一次次被刷新。到目前为止，8次活动共筹措近14万元，捐赠图书5380册，已成
功在堤莲湖小学、郭宅镇中心小学、画水镇中心小学等学校建成8个“岘峰书吧”。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潘丽丹 摄）

从 教 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