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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大夏书系”丛书之一，分为四辑：清谈与忧患；在听说读写的背后；日本教育管窥；在白纸
黑字的沃野上。
都是有关作者和教育的故事，记录着作者教育生命一次次花开的轨迹，为学生创设了广阔的心灵和精
神空间，同时以情动人，以自己的火点燃了学生，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关注和丰富情感世界的过程，
成为智慧生成和人生态度、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
语言单纯，感情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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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桂梅，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
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十杰教师提名。
2002年作为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演讲团主讲人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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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小红花的背后　　这是一年级的汉语拼音课。
　　迈进学校还不到1个月，孩子们的脸上写满天真与快乐。
看到我们坐在后面，一个个仰起笑脸向我们问好。
　　教学内容是&ldquo;b、p、m、f&rdquo;四个声母。
刚开始，就明显感觉张老师总是叫前面的几个同学&mdash;&mdash;因为那高高举起的小手，总在老师
眼前晃动。
可是，如果整堂课40分钟，就这样一直只叫前面的学生，后面的大部分学生就有可能一次发言的机会
都没有。
　　我开始担心，一节课这样、一天这样、一星期这样，长此下去，那些被忽视的学生，自然也就失
去了表达的机会。
长此以往，麻木的将不仅是他们的表情，更可能是学习兴趣的那根弦。
　　于是联想到自己的课堂教学&mdash;&mdash;我不也是看哪个同学在我眼前举手欢就叫哪个同学吗
？
　　正在这时，忽然看到老师拿出一朵小红花给了一个男孩&mdash;&mdash;我不也经常这样做吗？
　　当年，为了让学生中午吃饭吃得快、吃得饱，我曾经规定吃饭快而且吃得干净的前十名同学得红
花。
孩子们便为了那朵小红花，狼吞虎咽起来&mdash;&mdash;幸亏我发现及时，具体提出吃饭要求。
但，学生吃饭是&ldquo;正常&rdquo;了，可小红花却一直发着&hellip;&hellip;　　真可谓&ldquo;旁观者
清，当局者迷&rdquo;啊。
今天，我才发现了小红花背后藏着的危机。
　　这堂课上，老师给那些积极发言的同学，或者是发言精彩的同学奖励小红花。
可以说，整堂课，小红花的发放成了激励学生学习的主旋律。
只见，学生为了小红花争先恐后地&ldquo;争夺&rdquo;着。
　　得主的眼里流露出自豪得意的神色，手里拿着小红花左看右看爱不释手，而接下去的学习早已被
抛到九霄云外。
那些没有得到小红花的孩子呢？
他们的表情告诉我&mdash;&mdash;他们心中还有希望，但这希望被寄托在了下一堂课。
可是，如果下节课还是没有得到小红花，再下一节课仍然没有得到小红花呢？
久而久之，孩子没有得到红花，而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那些总是得到小红花的学生，在一次次得到小红花的结果中，最终沉淀在他们心中的，会是老师
所期待的那种健康的自信吗？
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学习是否仅仅成了得到小红花、得到老师的表扬的途径？
想想，有些课堂，老师动不动就在孩子的脸上贴一个小星星，动不动就&ldquo;你真聪明！
&rdquo;、&ldquo;你真棒！
&rdquo;、&ldquo;你回答得很好！
&rdquo;、&ldquo;掌声响起！
&rdquo;&mdash;&mdash;这种&ldquo;原始&rdquo;激励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样廉价的赞扬，在我的课堂上，不也是屡见不鲜、屡闻不鲜吗？
自己以及别人的课堂，毫无节制、随随便便地塞给学生泛化的、拔高的&ldquo;评价&rdquo;。
这评价最终飘起来的、鼓起来的，是学生自我膨胀的、骄傲的、不能正确认识自我的心！
　　快下课了，老师统计有多少同学得到小红花，结果40位学生中，有12位两手空空。
虽然统计的目的是让这些学生读读红花上的声母，但这12位学生岂止根本没有心思读同桌获得的红花
上的声母&mdash;&mdash;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可想而知。
　　坐在我旁边的柏杉同学，在整堂课上都积极举手、希望得到发言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她坐在
最后一排，老师看不见，所以就没有得到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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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讲怎样记住声母的时候，有个学生结合图画，说&ldquo;m&rdquo;就像两个小门的时候，老师夸
他会利用图画记忆这个声母，于是就送他一朵红花&mdash;&mdash;其实，我身边的这个小女孩在下面
也是这样自言自语的，只是没有机会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回答。
　　课结束了。
我在这个女孩的本子上写了一句比较&ldquo;俗&rdquo;的话：你也是最棒的！
她不认识&ldquo;棒&rdquo;，当我把这句话读给她的时候，她咧开嘴，笑了。
有意思的是，临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一沓山楂片。
我说什么也不要，可她硬是把它们按在我手里。
　　在走廊里，有两个没有得到小红花的孩子在向老师索要&hellip;&hellip;我走到近前，只听其中一个
说：&ldquo;老师，你给我一朵呗。
&rdquo;&ldquo;那能行吗？
你要在课堂上努力！
&rdquo;孩子在课堂上没有努力吗？
孩子刚上学，可能还不知道&ldquo;羞耻心&rdquo;是怎么回事。
我敢说，一年之后，这俩孩子绝对不会这样厚脸皮地索要红花了。
但到那时，老师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这样的&ldquo;演出&rdquo;不断被重复&mdash;&mdash;前几天，我作为海淀区中心学区&ldquo;创
新杯&rdquo;教学大赛的评委，又听了28节课。
课上依然存在着这种&ldquo;奖励&rdquo;。
当然，大多教师采用语言激励，可仍然有掌声不断响起的&ldquo;噪音&rdquo;干扰，仍然可以看到教
师到学生面前送、或者学生到讲台前拿小红花时来回走动的&ldquo;忙碌&rdquo;。
其中，有一位英语教师讲&ldquo;交通工具&rdquo;。
只见该教师的黑色毛衣上布满了&ldquo;人行道&rdquo;、&ldquo;汽车&rdquo;、&ldquo;红绿灯&rdquo;
、&ldquo;指示牌&rdquo;。
我们当时非常惊奇于这位老师的上衣，没想到，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看哪个同学表现好就将&ldquo;
道具&rdquo;从身上取下来送给该同学，最后老师后背上的一辆&ldquo;小汽车&rdquo;，是同学们上前
帮忙拿下来奖励给一名学生的。
至此，黑毛衣才消停下来&hellip;&hellip;　　如果说，以前看到自己或别的老师这样做，没有深入思考
，总以为用这样的方法也是为了激励学生。
那么，现在，当我静静看着这&ldquo;热闹&rdquo;的场面时，我难过了。
　　热闹的背后是什么呢？
学生在哪里？
　　对学生奖励的原则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把奖品送给胜利者，送给我们看来突出的学生，这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且这个原则在成年
人的世界里是行得通的，但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课堂学习更不是竞技比赛，没有谁是失败者，每一
个学生都是需要鼓励和抚慰的。
而且，那些通常在老师眼里不积极的学生更应该得到鼓励，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期待我们用温暖
、公正的心去鼓励的孩子。
我们没有权利用成人世界的胜败、积极或不积极之类的原则去约束他们和评价他们，相反，我们要做
的是激起每一个孩子对学习和未来的热情，激起他们对荣誉的尊重。
　　因而，如果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小红花在鼓励甚至骄纵了一部分学生的同时，伤害了另外一些无辜
的学生，那我们的动机虽然美好，但效果也是可疑的。
我们肯定会说，尊重学生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第一原则。
我们写文章时总是强调：学生有受人尊重的权利。
但是，我们对学生往往缺乏真正的尊重和关怀&mdash;&mdash;许多班级的墙壁上，一串串小红花、一
排排小红旗，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孩子来说是荣耀的记录，可是对于表格空白的学生来说，则恰恰是
他们难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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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ldquo;六一&rdquo;儿童节表彰一些孩子的时候，它无疑也是另一些孩子的耻辱日。
　　很多时候，看起来有利的做法，却在无形当中把对学生的伤害从皮肤深人到心脏。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没想到：没想到一个漫不经心的表扬，会对一些孩子幼小心灵造成伤害；没想到一
朵奖励的红花，会让一些孩子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没想到一次不公正的评比，会在一些学生心中种
下刻骨铭心的痛苦。
　　因此，不要仅仅以竞技的原则发放小红花，或者说不可将竞技的奖惩原则过早地引入到小学生的
学习中去。
小红花固然可以是对优秀者的奖励，同时也该是对那些暂时落后或者不积极学生的鼓舞。
更深入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等待滋润的孩子，每一个灵魂无论其智力高下，都应得到尊重、得
到温暖的照耀，从而让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都生长出鲜艳的花朵而不是阴暗角落里的毒蘑菇。
　　孩子的心是透明而脆弱的，&ldquo;小心轻放&rdquo;孩子的心&mdash;&mdash;这是为人师的底线
。
　　2 叹息，不敢让孩子听见　　女儿读初中的3年里，因为家长会，我到过中学4次。
　　第一次家长会给我很大的刺激。
尚未开始，年级组长便冲上前来，宣布考试成绩，把全年级学生的分数按照分数段进行档次划分，让
学生家长对号入座，找到自己孩子的成绩范围。
更要命的是，老师的态度十分明朗：学生到了初中，小学时那些模糊的&ldquo;优秀&rdquo;统统不好
使，要看的就是你的学习成绩，至于其他，无所谓。
好在我女儿的成绩还算可以，这脸面上还能过得去。
　　第二次要开会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的成绩排名，以及在班级、年级乃至在海淀区的位置。
就这样，坐在女儿的位置上，心都提着&mdash;&mdash;甚至不敢看摆在眼前的成绩排名表。
　　临近中考了，又开家长会，这一次更是非同寻常。
校领导把当年海淀区考试人数，以及本校学生在海淀区所在的位置加以说明后，五个学科的教研组长
分别就自己学科的进度以及对家长配合的要求进行了分析。
　　数学老师先介绍区里的出题范围，然后强调每周一次的&ldquo;统练&rdquo;每天至少要做一张卷
子，而且练习册也要做，还要准备一个本子记下&ldquo;方程不等式&rdquo;、&ldquo;综合题型&rdquo;
等，并要求学生经常翻阅这个小本子。
　　语文呢，每天也是一张卷子，还要背诵、默写近年来学习的文章以及段落，争取每天独立翻译一
段文言文、做一道阅读题。
当然，每周必须写一篇作文，同时阅读下发的&ldquo;范文&rdquo;，仿写并写出点评&hellip;&hellip;　
　英语老师是个年轻人，他从听力讲起，要求每天听英语单词和文章；每天背诵巩固下发的一本英语
单词和句型集中的内容；每天阅读一篇英语文章；每周仿写一篇作文；有能力的家长争取和学生进行
英语对话&mdash;&mdash;因为毕业考试有口试一项；最后，老师要求孩子要每天浸泡24小时&ldquo;英
语&rdquo;&mdash;&mdash;话音刚落，家长们都笑了。
　　接着是化学老师，她说，英语要浸泡24小时，那她的化学每天浸泡半小时就可以了。
于是，这个老师又提出了&ldquo;原子结构&rdquo;、&ldquo;酸碱盐&rdquo;的复习范围以及注意事项。
　　最后是物理。
老师也从&ldquo;力学&rdquo;、&ldquo;光学&rdquo;、&ldquo;图像&rdquo;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复习规
划&hellip;&hellip;　　下午3点，年级会议结束，班级会议开始，班主任老师以及相关学科的老师又开
始&ldquo;轮番轰炸&rdquo;，直到晚上六点半。
　　头开始发胀，倒不是因为时间长了&mdash;&mdash;想想上面的复习内容和要求，这个学科要求浸
泡，那个学科要求浸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此生命之重怎么堪负？
　　每一次家长会回来，必须一脸轻松&mdash;&mdash;为了给女儿看。
她每次都会观察我的表情，之后再轻松地和我说话，之后再吃晚饭，之后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召开家庭
会议。
　　首先由我作&ldquo;报告&rdquo;，其实就是根据家长会的内容，结合孩子的情况进行一次特别的
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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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呢，静听我的&ldquo;教导&rdquo;，然后发表意见。
当然孩子的爸爸也会适当进行点拨。
最后由我作总结性发言。
也许读者觉得我过于严肃，好像&ldquo;学校行为&rdquo;。
不过，会后女儿有两次流着眼泪走进自己的书房。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理解和鼓励令她感动。
　　就是觉得孩子太苦了，担心她的承受力。
她是个要强的孩子，语文和英语的单科成绩在班级总是在前十名，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第一，我
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全校顶尖的前十名学生，我的孩子尽力了就行了。
　　和别的同学一样，每天她都要学习到很晚，基本是十一点半才睡。
当然，这也因为她磨蹭，这里有她学习效率的问题。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作业太多。
每晚她都要完成五科作业&mdash;&mdash;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
尤其是语文、英语、数学还各有一张卷子，有时候甚至一个学科好几张。
她告诉我，住校的学生有些每晚学到两点。
　　深夜，看到她房间的灯还在亮着，我总会走到她面前逼她马上就寝。
如果没有完成作业，明天就跟老师说自己太累了，甚至我还给老师写条，为孩子没有完成作业开脱。
我女儿倒是很有办法。
她说，白天的政治课及其他中考不考的学科的课堂上，她可以和同学们大睡一场。
每每老师还会吆喝一句：&ldquo;醒醒，过站了！
&rdquo;大多数同学都会利用这个时段休息，老师呢，也没有办法&mdash;&mdash;好&ldquo;聪
明&rdquo;的学生。
　　北京台播出的宋丹丹演的百集系列剧，每晚她都能看上一集，不时哈哈大笑几声。
睡前总是看几页摆放在床头的自己喜欢的书&mdash;&mdash;这让我感到欣慰。
　　这不，她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们班的一名男同学从家里拿了的情况进行一次特别的疏导。
她呢，静听我的&ldquo;教导&rdquo;，然后发表意见。
当然孩子的爸爸也会适当进行点拨。
最后由我作总结性发言。
也许读者觉得我过于严肃，好像&ldquo;学校行为&rdquo;。
不过，会后女儿有两次流着眼泪走进自己的书房。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理解和鼓励令她感动。
　　就是觉得孩子太苦了，担心她的承受力。
她是个要强的孩子，语文和英语的单科成绩在班级总是在前十名，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第一，我
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全校顶尖的前十名学生，我的孩子尽力了就行了。
　　和别的同学一样，每天她都要学习到很晚，基本是十一点半才睡。
当然，这也因为她磨蹭，这里有她学习效率的问题。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作业太多。
每晚她都要完成五科作业&mdash;&mdash;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
尤其是语文、英语、数学还各有一张卷子，有时候甚至一个学科好几张。
她告诉我，住校的学生有些每晚学到两点。
　　深夜，看到她房间的灯还在亮着，我总会走到她面前逼她马上就寝。
如果没有完成作业，明天就跟老师说自己太累了，甚至我还给老师写条，为孩子没有完成作业开脱。
我女儿倒是很有办法。
她说，白天的政治课及其他中考不考的学科的课堂上，她可以和同学们大睡一场。
每每老师还会吆喝一句：&ldquo;醒醒，过站了！
&rdquo;大多数同学都会利用这个时段休息，老师呢，也没有办法&mdash;&mdash;好&ldquo;聪
明&rdquo;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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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台播出的宋丹丹演的百集系列剧，每晚她都能看上一集，不时哈哈大笑几声。
睡前总是看几页摆放在床头的自己喜欢的书&mdash;&mdash;这让我感到欣慰。
　　这不，她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们班的一名男同学从家里拿了6000元钱，离家出走已经两个星期
了，学校和家长都报了警&hellip;&hellip;我的心立刻揪了起来。
　　&ldquo;因为他学习不好&hellip;&hellip;&rdquo;女儿叹道。
　　几天之后，女儿告诉我，那个男同学已经回来了，他自己到黄山&ldquo;旅游&rdquo;了一
趟&hellip;&hellip;再问细情，孩子说不知道。
老师不让同学们议论此事。
　　前几天在万泉小学听《荷花》一课。
课尾，老师让学生表达对荷花的赞美，没想到一个男孩站起来说：&ldquo;我多想成为一朵荷花，这样
我就不用天天写作业啦。
&rdquo;教师让孩子表达对荷花的喜爱，我们三年级的小孩子却羡慕荷花可以穿着雪白的衣裳，亭亭玉
立地&ldquo;舒展&rdquo;。
可见学生的压力已经大到什么地步。
　　&ldquo;女儿啊，要挺住，再有3年的高中，你就可以轻松了。
&rdquo;　　&ldquo;嗯。
&rdquo;　　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是真正的&ldquo;漫应&rdquo;&mdash;&mdash;这一代孩子，当童年、
少年、青年过得如此沉重的时候，他们还有可能拥有真正舒展的人生吗？
　　长达4年，清华大学美院陈丹青教授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
他说：&ldquo;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虽然便于管理，但与&lsquo;人&rsquo;、与&lsquo;文化&rsquo;处
处发生尖锐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学生的品质能以&lsquo;课
时&rsquo;与&lsquo;学分&rsquo;计算，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
今天的学生是考试的连体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一方面接受教育的惟一途径是上大学，一方面几乎听不到他们对教育的感激之
情&hellip;&hellip;&rdquo;　　叹息，不敢让孩子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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