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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孩子们会有多种选择，应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孩
子，更不应该作出过早的判断。 

  在阅读学生造句、周记的时候，我时常会开怀大笑，时常会心情沉重，那是因为字里行间留下了他们最真挚的情感，饱含生
命最初始的纯真。比如造句“要是……该……”： 

  l、要是我不小心进了女厕所，该多难为情啊！ 

  2、要是爸爸妈妈不吵架，我们家该多幸福啊！ 

  3、要是我每次考试都得100分，该多好啊！ 

  一些表面上看上去天真活泼、热情开朗的学生，周记中也会充塞对学习的焦虑、填满对生活的恐惧。这里摘抄一名“优生”
的周记《我的星期八》： 

  “同学们都羡慕我：当班长、成绩好、会拉小提琴……其实我也有烦恼。每天爸爸妈妈轮流管我学习：该做奥数题了，该去
练琴了……一刻也不得闲。好不容易盼到双休日，又得去少年宫学琴。我多么盼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星期八啊！在星期八，我
可以玩游戏、跳皮筋、看动画片。唉！我的星期八在哪里呢？” 

  我不禁思索：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是培养人才，还是首先培育人？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突出的人才，还是努力让所
有的受教育者“学会发展”？我们关注学生学业的发展，关注学生能力的提高，关注学生智力的发展，然而我们对学生成长的精
神需求又有多少关注？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学生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却越来越少；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
灵的空间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力却越来越小。面对望子成才的父母们的拳拳之爱，学生心理的“沙漠
化”日益扩大。他们需要成长的空间，他们有强烈的精神需求，渴求成长的体验、思想的交流、心灵的慰籍。泰戈尔说：“教育
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作为教师，如何关注学生的精神发展，放飞他们的心灵呢？ 

  一、我们拥有一个家——鱼跃期海阔，鸟飞望天高 

  班集体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所共同拥有的一个“家”。作为班主任要精心组织、管理和建设好这个“家”，形成温暖和谐的
气氛及良好的育人环境，使集体成为学生理想的精神家园。 

  家，是每个人最放松的地方。当今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是核心地位，在父母心中更是百分之百。可到了学校，老师
面对一个班的学生，他便成了几十分之一。如何解决这种心理落差呢？如何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把集体当成另一个家呢？那就是
关爱学生、尊重学生，让学生做集体的小主人。 

  德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提到，人格平等、富于爱心的交流对话是全部教育的基础。对
学生的爱应该是对个体优点的欣赏，对生命挫折的保护，对学生潜能的发挥。几十名学习基础不同、性格各异的小学生生活在一
起，教师必须重视听取学生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从班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能打开局面、鼓舞士气、显示集体力量的目标，
统一全班同学的认识。让每一位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时刻影响到班级荣誉，每一个人都应为实现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认识的一位教师，每次接到一个新的教学班，总是让每一位同学写一份自我介绍，然后集中大家的兴趣和爱好，根据学校
工作来制定班级目标。并要求学生根据目标，结合自身能力，承担班级工作，实现班级中“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同时围
绕目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让全班同学各施所长，大家在活动中共享成功的喜悦，使班级成了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针对一
个时期或一个活动及时总结，吸引和鼓舞全班学生不断努力。当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自己是集体不可缺的一份子时，当每一个学
生都觉得自己离不开集体时，班集体就是我们和学生共同的家。 

  二、让课堂教学蕴含巨大的生命活力 

  叶澜先生曾说过：“课堂教学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真正有助于
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课堂上才有真正的生活。” 

  1．用睿智静静撑开自由的天。 



  课堂上，教师面带微笑，有着学者的智慧和高超的教学艺术。旁征博引，语言幽默，启智求真，带着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畅
游，保护学生的原创力，在课堂上有“三个允许”、“三个鼓励”：允许学生答非所问，允许学生插嘴，允许学生思想开小差；
鼓励学生质疑，鼓励学生有不同思路，鼓励用自己的观察方式思考。所以，教室的黑板上可以开辟学生“自由涂鸦区”，同学们
可以大胆想、大胆画、大胆写。校园网上可以创设师生论坛室、留言板，建设“白板文化”。教师激励和赞扬的话语一定会让课
堂更民主、更活泼、更出色。 

  2.用真诚悄悄欣赏学生的梦。 

  学习是快乐的事。不能因为知识的学习而压抑了学生人格的发展，不能为了孩子的“明天”，而让他们牺牲“今天”。 

  课余时间，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由选择，自主参加适合自己发展的活动。学校可以开设现代信息课、辩论课、环
保课，只要同学们感兴趣，有发展价值和操作可能的，都可以作为学习的主题。内容不限于课本，地点不限于教室。在教师的指
导下去超市调查，在图书馆收集，到田野里感受，在网上对话，生活就是大课堂。让学生尽情地阅读、交流、创造。知识不再是
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而成为师生一种共同探索的发展过程。 

  3、用宽容轻轻推开理解的门。 

  教育，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它恰如生命中的阳光与空气，为潜在的种子的萌芽与绽放提供良好的条件。当学生不留神做了
小动作时，教师不是呵斥，而是眼神的暗示；当学生有问题不懂时，教师不是轻视，而是循循善诱；当学生心情不愉快时，老师
竟然也能觉察，温柔地抚平他心中的伤痛……老师愿意并善于和学生交流，关注他们，唤醒了所有学生的灵智和欲求，对学生的
终身发展产生影响。 

  三、做每一个学生身心发展的“同路人” 

  关注学生精神发展，就要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事实上，我们的教师往往把目光聚焦在优等生身上。俗话说：“漂亮的孩子
人人喜欢，而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 

  生命有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教育方法，所有的孩子也不应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展。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
社会，孩子们会有多种选择，应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孩子，更不应该作出过早的判
断。在我们周围确实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差生”和“后进生”的孩子，这令我们忧虑。但是教育中武断的批评会使我们忽视了生
命的差异，久而久之会形成漠视生命的消极心态；而孩子会依据老师的评价感觉自己的价值，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某一个人的主观
衡量，以为这就是客观事实，也许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这样，这对于一个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阴影啊？ 

  其实，每一颗星星都发光，每一朵花都美丽，每一个孩子都有闪光点。教育不是给予，而是唤醒。生活中，我们更需要关心
那些能力弱的孩子。我们班的朱若非同学由于父母文化较低，教育不得力，他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较差。他不爱学习，作业书
写糊里糊涂，还撒谎、偷东西。朱若非的表现，当然不会使我高兴，也不可能使我对他产生好感。但从教育的观点来说，有些地
面上土质虽然极差，然而在地下深处却蕴藏巨大宝藏。教师要做好勘探开采工作，把他们在缺点掩盖下的优点一点一滴找出来，
把细如蚕丝的消极因素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加以扶植引导，使之发扬光大。通过细心观察，我发现这孩子挺会干活的，我就引导
他为集体、为大伙办事。同时他有点滴进步，就及时表扬鼓励。他平时爱看小说，就是管束不了自己，我就根据他爱看小说这一
特点，经常介绍一些好书给他看，并和他谈读后感，用英雄模范人物和科学家的崇高理想、优良道德以及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教育
他。针对他学习马虎粗心的毛病，选出班上优秀生的作业让他跟自己的作业进行对比，指导分析，找出原因。在面改作业中，若
发现有一点进步，给予肯定、表扬，使他学得更愉快。有意识指定一名好同学跟他交朋友，帮助、督促他每天认真完成作业。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确实进步了。当他跟其他学生同时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时，我就把这些作业本张挂在班级优秀作业栏上，有的
还加上批语，勉励他们继续跨出第二、三步……发现他对朗读有了兴趣，我就让同学选他当领读委员，培养他的工作能力。朱若
非很受鼓舞，一天天地懂事了。在用“最”造句时，他造的是：杜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这也让我深深感到：学生是一张纸，如果是白的，等着我和他们一起涂上缤纷的色彩；如果有了污点，等着我和他们一起去
擦掉，再涂上与众不同的色彩。 

  四、我们憧憬一个梦——让学校成为孩子的精神家园 

  有一天，我们老师会看到学生的日记这样写： 

  “清晨，睁开惺松的睡眼，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洗漱，准备上学。因为很多事情等着我：昨晚把新课文预习得很充分，课
堂上要多发言；美术老师布置我创作的幻想画已经完成，今天要送去参展了；还有，运动会快到了，我一定要去体育老师那里报
名参加最拿手的短跑…… 

  走进校园，‘老师早’、‘同学早’的问候声不绝于耳，人人脸上洋溢着微笑，个个浑身充满了朝气。走进教室，值日生已
清洁完毕，真干净呀！我赶紧拿出书本，和同学们一起晨读。 



  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希望在我心里——鱼跃期海阔，鸟飞望天高；渴望在我眼里——身边是睿智、真诚、宽容；愿望在
我脑海里——学校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21世纪的教育，将是“更深刻、更和谐的人的发展”。因此，教育不能太近视、太功利。只有“为之较深远，教育才能催化
出创造，才能让生命的火花璀璨闪现”。有人说过；“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
‘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在新课程改革大潮澎湃的今天，我们更应为学生的精神发展而努力：教育，应充满诗意，用
宽容、刚健的人文精神浸润学生的心灵；教育，应充满艺术，以永远年轻的心跳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生命意识；教育，应充满愉
悦，使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跳扬激情，享受快乐。学校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同学团结友爱，大家乐学向上，气氛民主和谐，
师生结伴成长。每一位同学在快乐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更大的快乐。孩子在学习的快乐和烦恼中成长，在成长的快乐和烦恼中
成熟。校园生活给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坚强的意志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素养。我们的愿望就是——让孩子高高
兴兴地上学，恋恋不舍地回家，让学校成为老师和孩子共同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