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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活了一整天，回到家，我感觉特别累。 我简
单地洗了脸、刷了牙、泡了脚，准备睡觉。

儿子写完作业，从房间出来，神秘兮兮地说：“妈
妈，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您
猜是什么？ ” 我有气无力地敷衍道：“给妈妈洗
脚？ ”“哈哈，答对了！ 就是给您洗脚……”儿子由
衷地夸奖着我心不在焉的回答，未承想我又猜对
了。

在我的印象中， 老师已经不止一次地布置
“给妈妈洗脚”这项雷同的作业。 虽然我明白老师
的用意：培养孩子的孝心，教育孩子学会感恩。 可
是已经躺在床上如一摊烂泥的我，实在是没兴趣
也没力气去配合儿子完成这项作业了。

本想说我已经洗过脚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
下去。 因为曾经发生的一幕，是那么让我刻骨铭
心，就是那一次，我弄丢了儿子的孝心。

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5 岁的儿子突然挥动
筷子，把一撮油乎乎的白萝卜丝摇摇晃晃地送到
我嘴边，看着菜汤顺着筷子滴滴答答地流到桌子
上，甚至还甩到了我的衣服和胳膊上，我下意识
地往后撤身， 并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哎呀！
小祖宗，你干吗呢！ 吃饭的时候，不要把菜夹来夹
去的，你自己吃就行了，妈妈自己会吃！ 你看看，
你把桌子弄脏了， 还把菜汤弄到了妈妈的身上！
你知道吗？这些油滴弄到衣服上，洗都洗不掉！ ”
儿子被我强烈的第一反应吓坏了，赶紧把手缩回
去，把小身子蜷缩在椅子上。 蘸满了爱心的白萝
卜丝，最终还是泡在了伤心里。

儿子脸上流露出失落，心里浸透着委屈。 正
在萌芽的小小的自尊，被我不经意中无情地扼杀
掉了。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觉得再想让
儿子给我夹菜，都变成一种奢望了。

镜头拉回到眼前。
看着儿子满脸的诚意，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

那么糟糕，那一次的伤害，也并没有不可涂改地
刻进儿子的记忆。 我幡然醒悟：原来，尽孝也需要
创造机会。

“好儿子， 妈妈正觉得腰酸背痛， 浑身乏力
呢！ 如果你能帮妈妈洗脚，再给妈妈捶捶背、揉揉
肩，那我就太幸福了。 ”我故意把“幸福”两字拖长
了声音，也把那份对儿子尽孝的渴望和感激表达
得淋漓尽致。

我想，儿子一定是找到了强烈的存在感和价
值感 ，他开始不知疲倦地接水 、调水温 ，端洗脚
盆、找拖鞋、拿毛巾，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十分惬
意地享受着儿子极为用心的感恩方式。 我知道，
儿子的这份孝心很珍贵。 我也知道，这份孝心是
需要我用心去浇灌的。

我是一支蜡烛

一支被遗忘在案几一角的蜡烛

案几上的尘土

诉说着我的孤独

突如其来的黑暗

给了我梦寐以求的光鲜

身心俱焚的自燃

竟也是随光而去的孤单

含泪忍受的痛苦

只不过用孤独换走孤独

泪痕旁的尘土

见证了我生命的全部

������这两天在教师进修学校学
习， 我和同来的李老师坐在教室
的最后面。她是近视眼，我是老眼
昏花，只听到老师在前面讲，却看
不清电子白板上的字和图。

往前坐点？ 根本不可能。 100
多个老师挤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
前面早已坐满了人。 学不成，干脆
闭上眼睛养养神。 等我小寐醒来，
却看到李老师正在用手机拍照。

李老师怀有身孕， 挺着硕大

的肚子，不学习，更有理由。 她在
拍照时身子往前倾，手往前伸，样
子有点滑稽可笑。 她拍了几张照
片，就把手机放到课桌上，然后放
大照片， 把照片上的内容抄到笔
记本上。

李老师见我在看她， 便笑了
笑说：“用这种办法， 我就能看清
前面的黑板了。只要想学习，办法
总会有。 ”

我汗颜。

�������“同学们，洋洋今天成了咱们
班的‘大熊猫’，你们可要细心呵
护哦！ ”闻听此言，学生们哈哈大
笑，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坐
在后面的洋洋同学。

早读进班，我发现洋洋的打
扮有些另类 ：天已很热 ，他却头
戴一顶黑色棒球帽。 我提醒他摘
下来 ， 他却认真地对我说 ：“老
师 ，不能摘 。 ”我疑惑地睁大眼
睛。 只见洋洋小心翼翼地取下棒
球帽，转过身去。 我吃惊地看到
一条白色的绷带包扎在他头上

后脑勺的地方， 血迹隐约可见。
洋洋告诉我，周末不小心摔了一
跤，头后摔了个“窟窿”。

了解事情真相后，我又心疼
又担心 ，担心班里学生多 ，难免

磕磕碰碰。 怎样让大家有意识地
保护洋洋，让他不再受到二次伤
害呢 ？ 我想了想 ，决定把 “大熊
猫 ”这个称呼送给他 ，提醒大家
自觉保护头部有伤的洋洋。

两天过去了，我欣喜地发现
学生们时时处处对 “大熊猫”呵
护有加 ：下课了 ，两个男生把洋
洋夹在中间一同去卫生间，回来
时还是把他夹在中间送到座位

上；看到“大熊猫”从教室后面走
向讲台时 ，学生纷纷让道 ；课间
操时 ， 班干部特意提醒老师把
“大熊猫” 留在班里……没想到，
“大熊猫”这个趣味称呼竟唤醒了
学生们的爱心。 班里也因为有个
“大熊猫”，而变得爱意融融。作为
班主任的我，更是心花怒放。

�������近日，我观摩了一场区里举行的
公开课。 一节数学课上，年轻的女教
师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接连不断地
表扬学生。这节课表扬学生的次数达
50 多次，全班 20 多人每人都受过表
扬，得到红花、星星、奖章等奖品。“小
伙子真棒！”“你真聪明！”表扬声不绝
于耳，教室里热闹非凡。当日，许多听
课的同行、领导和专家给这位教师很
高的评价：教师能够驾驭课堂，课堂
气氛和谐，教学效果好等。闲暇之余，
我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此表扬真的有
效吗？这样的表扬真的能一直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达到我们教育的预期目
的吗？

诚然，学生需要表扬，需要赏识。
有教育家曾经说过：“好孩子是夸出
来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声
暑天寒。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
欢受到表扬和鼓励， 尤其是孩子，鼓
励会使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 奖励、
表扬固然能够激励学生，但做法却大

有文章。 如果不讲究原则和策略，不
但效果不好，还可能对学生造成心理
上的伤害。什么样的表扬有利于学生
的发展，表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是
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

题。
教师在奖励和表扬学生时，要运

用“奖励内部动机为主”原理，使学生
更关注自己的成长。 这次公开课中，
教师一直给学生发红花、星星、奖章
等奖品， 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功利心
态，部分学生的精力不是关注自己是
否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思考自己是
否得到了红花， 得到了多少红花，教
师提问是否喊到了自己。

正是这样频繁的物质刺激才上

演了下面一出闹剧，让后面这个上课
教师非常尴尬。本节公开课后是另一
个数学教师讲课。 上课前，一个学生
找到数学教师悄悄地说：“老师，您有
什么奖品呀？ 我上课好好回答问题，
您给我发奖品行吗？ ”这个教师支支

吾吾没有回答。因为这个教师事先没
有准备奖品， 而马上就要上课了，来
不及准备。 结果，他的这节课学生兴
趣不高，课堂沉闷，只有极少数学生
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
教师没给学生发奖品，学生兴奋劲儿
没了。 奖励的方式是多样的，不一定
必须是物质的，有时一个眼神、一句
及时的表扬也是一种奖励。奖励学生
要注意引导他们关注自我成长，关注
自己的收获，关注自己的进步，而不
要引导他们仅仅去谋取一些物质上

的“蝇头小利”。
我们表扬学生的重点是行为而

不是人格。 心理学家认为，从小培养
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教师和学生交往时经常就一些

小事任意涉及他们的人格，就会使学
生认为自身的价值必须依附在他人

给予的积极评价上，影响他们身心的
健康发展。一个学生写对了教师听写
的词语， 教师立即竖起大拇指表扬
他：“小伙子真棒！ ”另一个学生也写
对了，教师也激情四射地说：“你真聪
明！”这其实涉及到学生人格的表扬。
同样， 让其他写错了的学生听了，很
可能会感到自己很差很笨。其实我们
教师或许可以这样说：“不错，你能否
再用这些词语写一句通顺的话呢？ ”
如此中性的回答既肯定了学生，又提
出了新问题让他思索，很自然地进入
到下一个教学环节。

表扬是一门艺术、 一门大学问。
让我们科学合理地表扬学生，让学生
在教师的表扬中拼搏奋进，健康快乐
地成长。

�������我要说的这个孩子叫小林，
平时学习成绩差 ， 老师上课提
问 ， 他从来都是低着头愣在那
里，一言不发。

有一次，我提了一个非常简
单的问题 ， 想让小林站起来回
答。 他刚站起来，同学们就哄堂
大笑。

这时 ， 我看到小林涨红了
脸。 我让全班学生安静下来，然
后微笑着走到小林面前，亲切地
说 ：“孩子 ，别紧张 ，坐下来再想

一想 ， 等会儿老师再让你回
答。 ”接着我让另一个学生回答
了刚才的问题。 而后，我用期待
的眼神让小林再重复一下答案。
这一次，他支支吾吾地复述了一
遍。

我立刻表扬了他的勇敢。 由
于受到了我的鼓励，那节课他听
得格外认真。

通过小林这件事，我想说的
是 ，孩子不是不勇敢 ，只是离勇
敢少了一个台阶。

孩子离勇敢只是少了一个台阶
□ 张少刚

只要想学习 办法总会有
□ 乔文革

班里有个“大熊猫”
□ 张红梅

我是一支蜡烛
□南乐一高 郭伟涛

谁弄丢了
孩子的孝心

□市七中 都娟

□ 王利华

如此表扬真的有效吗

�������午休时间， 我一边与同事聊天，
一边随机批阅手边的作业。由于注意
力不够集中，我误把一本字迹潦草的
作业批成了“优秀”，待我发现这一误
批现象时，已无法改回。 翻到封皮一
看，我苦笑了一下，竟然是皓的作业！

皓是开学初新转入我班的学生，
因父母离异的缘故，他被当作“包袱”
甩给了住在乡下的奶奶。皓的学习习
惯很差，课堂上几乎坐不住，各科作
业都处于应付状态。

望着本子上鲜红的“优秀”二字，
我自嘲地笑了两声，心里暗暗责备自
己马虎。 无意中，我发现作业中也有
亮点。 皓的这次作业，虽然书写不够
规范，但格式正确，每道题的答案都
准确无误，涂改现象也很少，作业质

量明显好于往常。 这不正是我送他
“优秀”的最好理由吗？

想到这里，我把皓从操场上找过
来，并把批改完的作业指给他看。 皓
显然不明白我的意图，以为我又要数
落他作业中的不是，便胆怯地立在一
旁，静等我的批评。 可当他用眼睛的
余光看到作业本右上角写着大大的

“优秀”时，顿时双眸一亮。
我微笑着对他说：“你这次的作

业进步很大，10 道题全做对了，真了
不起！ 老师送你一个 ‘优秀’， 喜欢
吗？ ”

“当然喜欢！谢谢老师！ ”皓嘴甜
地说了一句谢谢， 同时向我行了一
个 90 度的鞠躬礼，可随之又低声补
充一句，“可是老师， 我…我…字写

得不好还达不到‘优秀’。 ”皓变得口
吃起来， 宽宽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
的汗珠。

见此情形， 我态度温和地告诉
他：“不要紧，你的作业虽然写得随意
了些，但和以前比已经好多了，本子
上的这个‘优秀’就相当于老师借给
你的。 以后，如果你的作业书写能规
矩些，格线能画得平直些，一定能达
到优秀。 ”

此事过后， 我发现皓的变化很
大：上学不再迟到，课堂发言踊跃，课
后按时完成作业。 难能可贵的是，他
还改掉了作业书写方面脏乱差的陋

习。
感谢这一次无心的差错，让我喜

获了育人智慧。

�������邻居家有个女孩，爸爸妈妈
都在外地打工。 别看孩子只有五
岁，却特别懂礼貌。 可她也有一
个毛病，就是不爱吃饭。 每到吃
饭的时候， 她奶奶便端着碗，满
院子地撵。 有时，她奶奶实在受
不了了，便喊：“黑狗，黑狗，过来
咬雯雯……”

这一招还真管用。 听奶奶这
么喊 ，孩子便不敢再跑 ，乖乖地
站住，把碗里的饭吃完。

这一天，奶奶又用这招哄孩
子吃饭 。 凑巧有一只黑狗跑过
来 ，把孩子吓得边哭边吃 ，一步
也不敢乱走。

我看到这一幕揪心不已，忍不
住告诉孩子奶奶，这样会给孩子留
下心理阴影的。孩子奶奶却不以为
然。是啊，年轻人出去闯荡，把孩子
丢给老人，老人没什么文化，又能
用什么更好的教育方式呢？ 亲情
已经缺位，教育可不能再短视啊。

留守孩子的教育不能短视
□ 乔文革

�������子曰：“有教无类。 ”这是两千多
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思想巨人孔子喊
出的一声石破天惊的话语，一句照亮
中华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圣言。 应该
说，好奇是人的天性，学习求知是人
的本能。 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识字
读书、学文明理被上层统治阶级所垄
断，“庠”“序”“学”“校”等不同时代的
办学机构，都是为少数贵族子弟开办
的。 因此，接受教育成了一种身份的
象征，也成了普通民众可望而不可即
的白日梦。 是孔子，站在人的价值本
位， 着眼文明的传承和时代的发展，
率先创办私学，并把它办成了规模庞
大、学制灵活、课程丰富的开放式名
校， 这所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和教
室，但却有一以贯之的校训，那就是
“有教无类”。

孔子讲有教无类是有自己的理

论依据的。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这又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孔子
的意思是，人作为一类，自出生起，无
论是生物性还是社会性方面，都有一
些基本相同的本性。但是后来人们为
什么变得不同呢？是因为后来的习染
不同而已。 这习染指行为习惯，也指
环境熏染。 例如习惯，我们认同这样
的说法：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

运；好习惯好学生，好习惯好人生。环
境习染也很重要，家庭环境、社会环
境、职业环境、交友环境等，都可以改
变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谓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等
等。因此，“性相近，习相远”表达了孔
子的如下思想。 一是人生而平等。 性
相近，不论出生血统高贵与否，只要
是人，都有相同相近的人性。 二是相
信教化的力量。 人的差别在习染，唯
有教化提升之。 教育培养习惯，教化
营造环境、改变人生。

也许有人要说，孔子的有教无类
也是有条件的啊，因为他说过：“自行
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话
不错，全是束惹的祸。 历代关于束
的解释，主要有二。一是十条干肉。
源自 《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
、一犬赐人。 ”郑玄注：“束，十脡
脯也。 ”二是束带修饰。 《盐铁论》《后
汉书·延笃传》中都有这种说法，指少
年到了十五岁左右，能够自行束带修
饰，有了一定生活自理能力。 其实前
一种解释也不丢孔子的人，不说民办
教育不是免费教育，就是这十条干肉
也不是多么昂贵难得。 再看孔门收
徒， 也知这门槛并不是死板不变，多
少穷孩子苦孩子不照样拜师学习吗？

因此，孔子的这句话，无论解释成“只
要带着十条干肉来请教的，我没有不
加以教诲的 ”，还是解释成 “只要是
十五岁以上，愿意学习的，我没有不
加以教诲的 ”， 都不会影响他的伟
大。

有教无类， 孔子是这样说的，更
是这样做的。从其一生的教育实践来
看，他积极奉行教育机会均等、对受
教育者一视同仁的主张， 不分国家、
族群、贫富、老幼、智愚，只要愿意向
学，一概来者不拒，去者自由。在他的
众多门徒中，既有贵族子弟（如孟懿
子兄弟），也有乡间野人（如子路）；既
有富商大贾（如子贡），又有穷困平民
（如颜渊父子）。 他都秉持一颗仁心，
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精神， 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深情，
不挑选、不抛弃、不放弃，耐心教之，
精心育之。 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
神！ 凭着这种精神，孔子办成了一所
驰名古今的“国际学院”，培养了一大
批英才学生。用司马迁的话说：“弟子
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
有教无类，是最大的教育公平，是一
切公平的基础。这是孔子两千多年前
的教育理想，是一个民族伟大的教育
梦！ 为孔子点赞！

有教无类

误判的“优秀”
□ 孟祥菊

□市中小学教育教研室 张自福

感悟

教学随笔

教育教学

一招鲜

家庭教育苑

教学札记

诗词鉴赏

他山之石

������当我们抱怨孩子没有孝心、 不懂得感恩时，
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给孩子感恩和
尽孝的机会呢？ 心智未成熟的孩子，感恩的方式
也许会单纯到让我们无法理解，可孩子的初衷是
极为美好的。 孩子只是想表达内心对我们的喜欢
和感谢， 并用他认
为是最热情、 最美
好的方式去表达 ，
大人们要呵护孩子

的 这 份 童 真 和 善

良， 千万别因为我
们的不经意弄丢了

孩子的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