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书笔记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石卫国

“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慢，需要平静和平和；慢，需要细致

和细腻；慢，更需要耐心和耐性……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术，尤其

需要合理地对待学生的不足缺陷甚至错误……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

术，需要留足等待的空间和时间。”作为教师的我们，今天该怎样理

解“教育是慢的艺术”呢？

一、“慢”而不“怠慢”。

在职业学校教学，经常会遇到有一部分属于“问题学生”，他们

在学习上基础较为薄弱，理解和接受能力差，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对学习失去信心，自暴自弃；在生活及其他方面，早恋、打架斗殴等

现象不时发生，给我们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作为教师，

我们常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宽容。对此，我反

复思考着如何将他们引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果对这部分学生“怠慢”，

就意味着放弃他们，后果不堪设想；相反我认真思考，改变了自己的

否定性思维。虽然他们的坏习惯很难改变，但并不是不可救药；虽然

他们在学习方面起点比较低，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虽然他们进步的

速度比较慢，但并不等于到达终点的速度就慢。我会想办法的列举古

今中外的例子告诉学生“火车理论”：一个跑得慢的人搭上一辆快车，



和一个跑得快的人搭上一辆慢车，最后，先到达终点的是跑得慢但搭

上快车的那个人。我会鼓励、启发、引导、耐心、宽容、等待等等，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他们逐渐调整和理顺好自己的状态，再差

的学生都有它的基础点，就从每个学生的具体基础点做起，自然生长

点开始，逐渐延续增长，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自然就会产生兴

趣，而继续续下去。

二、“慢”需要感悟。

我们老师在我们的教学中慢慢地去感悟，就像为人父母，育人的

经验也是慢慢感悟出来的。一个好教师，应是偶有所得，有些独特的

理解、独特的发现。教育是些潜移默化、潜滋暗长的东西。作为老师，

尤其如我们成天和孩子打交道的老师，对待孩子，我们要有耐心，要

学会倾听，要平等对待每个孩子，不能戴“有色”眼镜。在我们的教

育过程中即使我们心中有不满，有怒火，都应该压制自己。静下心与

孩子交流，打开孩子的心结。也许，你一句温暖的话语，改变的却是

一个人的人生。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的魅力在于激励与唤醒”，

在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首先我们要做教育中的有心人，平时，

我们要更细致、耐心些，多一些等待、思考与克制。我们要脚踏实地，

善于发现，做好观察记录，捕捉更多的瞬间。

三、“慢”需要等待

这个“慢”，要有足够的期待，足够的耐心，减少教育浮燥与功

利。而作为一种慢的“艺术”，尤其需要合理地对待孩子的不足缺陷

甚至错误。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点滴错误、点滴成绩、点滴感悟



积累而至质变的过程。这个慢，也就是让孩子感受、体验过程，形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跌下去和爬起来。他一跌到，你

就去惩罚他，而不是等待他、鼓励他自主地站起来，那他也许会耍性

子，干脆不起来，等着你来拉扯他。对学生来说，错误是什么？错误

是一种经历，错误是一种行为，错误是一种认识的暂缓，错误是一种

履历性的成长资源。学会使用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需要教师发挥慢

的艺术。“教育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立竿见影’的背后可能就

是反教育的行为，所有反教育的行为都立竿见影。”我以此作为一剂

清醒剂，并时时告诫自己，欲速则不达，对待“问题”学生，要宽容，

要等待，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简单粗暴。在具体做法上，这几年我

改变了以往遇到他们“作乱”时批评、埋怨的做法，尤其注意当众保

护他们的自尊心。然后以自己的热情和真心感染他们，以欣赏他们的

优点为出发点，以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为基础，拿起表扬的武器，营建

“赞美文化”。告诉他们“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

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道理，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向上”、

“向善”的精神。

四、“慢”需要永恒的责任

一个人在校期间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他走下

去，“活到老学到老”是生存的需要，毕业时的他，还有那么多的不

完善，一个好老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是至高的，师生之间的偶尔一个

短信、一句问候、一次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等等对一个人的激励、鼓舞、

发展导向都是有很大作用的，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神圣之处吧？这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吧。

作为一个教育一线的教师，我非常喜欢“慢教育”这个词。教育

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急功近利，往往与教育背道而驰。以“慢”

的心态来对待教育，陪着学生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成长的快乐，慢

慢地陪着学生长成参天大树，何尝不是一种睿智，一种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