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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个学生

——读《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三卷）随想

徐晓军

苏霍姆林斯基是前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当代出类拔萃的伟大教育

实践家和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是他一生心血筑就的纪念碑。在此我们

可以汲取到许多用来丰富和指导自己工作的理论和经验。下面来谈谈我书相关语

言阅读的感想与心得。

1.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热爱孩子，感到

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

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

作为一名教师，很少人不爱自己的学生。但是，在教育中，尽管有时我们为

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可他们并不领情，甚至常常事与愿违，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没

有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其实孩子也有自尊心。作为一名教师，只有在

教师关怀学生人格尊严时，教育才能成为教育，就本质而言，教育的核心就是关

怀学生，爱学生，让他经常具有作为智力劳动者的自尊感，作为公民的自尊感，

作为自己父母儿女的自尊感，作为因自己崇高的意向、激-情和成绩而变得美好

起来的个人的自尊感。我们要让学生经常看到自己的成功，让他们感到每一天都

不白费力气，每一天自己都有新的收获。

2.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教师不想办法使学生形成情绪高涨和智力振奋的内

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使不懂感

情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

我们上课时有时常常会感觉到学生学的没劲，教师也感觉讲得没意思，究其

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师讲课时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对教材研究不

深，没有抓住学生的年龄特点，除对教材讲述的含糊不清，针对性不强外，不注

意调节课堂气氛，以至于孩子们有的听不进，有的听不懂，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沉

闷的感觉。教师的这种淡而无味的课堂教学，对教材钻研不精的态度，立即会传

递给学生，这样一来，教学内容似乎成了架设在师生之间的一条鸿沟。面对着难

以逾越的宽度，学生怎么能精神得起来，兴奋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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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学习的热切愿望，明确的学习目的，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的动力。

培养这种愿望与学校整个教学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它的实现首先得依靠

课堂教学，需要教师的不断引导与激励，作为教师的我们，更要时刻注意克服那

种令学生昏昏欲睡的课堂语调，用饱满的热情激发学生求知的动力。

3.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小学 4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从未给学生打过一个不及

格的分数——不管是书面作业，还是口头回答。孩子们学习读、写和解题。一个

孩子在自己的脑力劳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另一个暂时还没有。一个孩子已经

学会了教师想教给他的东西，另一个还不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不愿意学习。

我只在孩子脑力劳动取得良好成绩的情况下打分。如果学生还没有取得他在脑力

劳动过程中力求达到的成绩，我就什么分都不给他打。他应当专心致志地想一想，

把自己的作业重新再做一遍。

4.苏霍姆林斯基说：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周围的同事，有哪个做到了这一点—

—从未给学生打过不及格。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给部分学生打不及格作为教育学

生的手段在使用，甚至还用这个方法促使家长一起配合学校教育孩子。我们从来

没有想到过苏氏所想到的那一点：不及格并不意味着学生不愿意学习，是他们还

没有取得他们在脑力劳动过程中力求达到的成绩。在少数学生作业或者测试过程

中出现不理想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像苏氏一样，再给学生机会，直到他取得理想

的成绩。这样的评价才能让学生体验到脑力劳动的快乐和取得学习成绩的快乐。

5.苏霍姆林斯基说：可在教育工作中最主要的奖励和最重（但不见得总是有

效）的惩罚是评分。这是最锋利的一种工具，使用这种工具要求有高度的技巧和

素养。要取得使用这一工具的权利，首先得热爱孩子。不是在口头上对他说自己

是多么爱他，而要在对他的关怀中表达自己的爱心。

做教师的或者做父母的都知道分数对于孩子的作用。但我们或许没有想到它

的“锋利性”，特别没有想到分数“锋利性”双刃伤害孩子的一方面，轻则会让

孩子失去自信，重则会严重伤害孩子的心理，甚至会使孩子患上“校内神经官能

症”（苏霍姆林斯基语）。正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对孩子评价是那

么随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绝大部分孩子已经对分数漠不关心，或许少数孩子已

经患上了苏氏所说的心理疾患。要用好分数这一工具，教师和父母就应该真正发

自内心地去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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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了那些学习困难的孩子。任何时

候都不能急于作最后的绝对的结论：这个孩子无可救药了，他命该如此。一年，

两年，三年，他可能一无结果，但到了时候，就有结果了。思想——像一朵花，

它逐步地贮存生命的琼浆。我们给花的根提供汁液，使花得到阳光——花就开了。

我们要教孩子思索，给他指出思想的源泉——周围的世界。赋予他人类最大的快

乐——认识的快乐。

多么富有诗意的语言！对每个孩子充满希望，教师的心中就充满了诗意。不轻易

给学生下结论，对每个孩子都充满希望，孩子在教师美丽的期待中，智慧的花儿

终有一天会绽放。所以，教师给学生的评价，教师给学生打的每个分数或者等第，

对于学生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以爱的名义慎重给予。

7. 苏霍姆林斯基说：感情丰富是受过德育和美育的人所特有的品性，这一

品性表现在他的心灵易于领会善意的话语、教导、忠告和赠言。如果您想使语言

能够教人生活，想使您的学生渴求善良，那您就要把幼小的心灵培育得细腻和富

有感情的敏感性。在众多作用于幼小心灵的手段中，音乐当居重要的地位。音乐

与品德——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都说，现在的孩子情商低下。读了苏氏的这一段话，我们或许就找到了孩子

情商问题的原因所在——孩子们缺少音乐的熏陶。或许很多教师和家长都会提

出，现在的孩子不是生活在音乐之中吗？苏氏在这里所提的音乐，是教师为孩子

们精心准备的音乐：大自然的音乐、优美的民歌，还有教师的讲解——是极有分

寸和具有高度的教育素养的讲解。诚然，现在的孩子不缺音乐，比如流行歌曲，

比如各种乐器的考级。但这些音乐要么是供孩子消遣所用，而且内容不一定适合

他们；要么功利性极强，成了折磨孩子的一种手段。

8. 苏霍姆林斯基说：即使孩子在一个月中只听到一支新的乐曲也不要紧，

只要这一支乐曲能成为他终生的精神享受的源泉。我避免接二连三地给孩子听过

多的音乐作品，使音乐成为消遣，而不能再心灵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在给孩子

选择音乐作品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能否成为他终生的精神享受的源泉，能否在

孩子的心灵中留下痕迹——终生难以忘怀的痕迹。不禁想到，很多到过俄罗斯的

人都说，俄罗斯尽管经济落后，但人民的素质依然很高，这跟俄罗斯民族历来注

重艺术教育不无关系。我们尽管也注重艺术教育，但我们的艺术教育没有苏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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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心和细腻。

9.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时代错过了的东西，到了少年时期就无法弥补，到

了成年时期就更加无望了。这一规律涉及孩子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美育。

儿童时代对美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比个性成长的以后几个时期都要强得多。小学

教师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美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孩子精神生

活的整个结构及其在集体中的相互关系。美的要求奠立道德的美，使人对一切卑

鄙和丑陋的东西持毫不调和和不可容忍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在孩子的各个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受到的美的方

面的教育，我们不要用背诵唐诗、珠心算等内容替代。错过了美育的最佳年龄再

弥补，那将是徒劳的。要使孩子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就应该在那个年龄段

对他们进行美的教育。孩子对于“美的要求”实在非常重要，小学教师在进行美

育的时候，是否首先考虑了这一点呢？

读了这本书后，我不但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对他的伟大人格也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它让我谨记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努力改进

并完善教育方法，贴近学生的心灵，给他们搭建发挥发展才能的平台，相信每一

个学生都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