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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百花齐放好过一枝独秀 
◆朱艳雯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0） 

 
新课标倡导的学生观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学生是完整的

人。教育活动的目标应该是围绕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学生
全面发展，给予学生展现个性力量的时间和空间而制定的。教育
目的所要培养的人应该是人格健全的人。站在个体的角度，那我
便要说：百花齐放好过一枝独秀。这里的“一枝独秀”是指一位
学生只在某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百花齐放”则是指一位学
生内外兼修。那如何才能让一位学生身上一些特质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局面呢？ 

首先就是要修炼内在的精神意志品质。包括心理承受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坚持力，自制力等。如何才能拥有这些能力品质？ 

第一靠明理。学生明理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课堂教学的
方式修炼养成。初成一年级学生，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学生
渐渐适应了自己新的角色，并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都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深入骨髓的，学生甚至自己都没有发现，不知不
觉，自己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一年级小学生了。随着年级的增
高，年龄的成长，在思想品德课上，教师通过道德案例和学生们
分享并探讨一个个小故事，学生在于同学和老师的思想碰撞中不
断生成自己的道德判断，积淀自己的道德原则，形成自己的道德
底线。也许学生可以在课堂中很直观的判断某个人的行为是对是
错，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渐渐学着明白事理。在语文课的教
学中，教师的语言和对文章的深入探索，助长着学生思维的深度，
帮助学生增长知识见识，帮助学生拓展思维空间，随着教师的引
导和学生思维的自主生成，有时候师的确会变得不如弟子。而此
时学生正在懂得如何能够自主分辨道理，也许此时的他们正像是
刚刚用脚踢开蛋壳的小鸡，虽然依旧浅薄，但对于他们来说，已
经是一种突破，在他们的领域中，是一种深刻。明理就会让学生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不至于随波逐流。 

第二靠熏陶。学校的文化建设、班级特色的文化建设都能够
帮助学生提升内在修养。对一个人来说，全面涉猎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对于学生来说，全面发展却是有可能的。全面发展如何能
够做到“百花齐放”？文化的熏陶便是提升修养的利器。实践活
动便是文化的直接提现，它能够将最直接的成果展现在别人的面
前，用事实说话。有人说过：“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见了，
就领会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各种实践
活动中去会让一个学生对自己变得清醒和了解，对世界变得清晰
和理解。校园活动正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学生修炼内在精神意志品质所需要的。在活动中，可以锻炼人际
交往能力，就像是踏入了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可以有形
形色色的人，找到一位或者一些聊得来的伙伴确实不容易，在这
些实践活动中却可以慢慢找，而不仅仅只局限在班级这一个大家
庭中。在活动中的交往往往也伴随着兴趣，所以这里说实践活动
中的交往是容易的交往，也更能找到自己的小伙伴。在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活动中，在实践行为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会得到不断地提高。也许某一次的活动会让一个内向的小
孩因为发现了与自己类似的人而变得乐于与他人沟通，内心中的
想法能够因为找到这样一个人而得到释放。熏陶就会让学生学会
试着改变改变自己，学会自己发现自己的另一面，从而开始走进
自己，悦纳自己。 

第三靠沉淀。每一次的被评价都能够让自己沉淀。比如回家
的作业，课堂上的小练习，单元的考试，期中期末考试，再比如
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所犯的错误。从这些当中，学生能够通过
被别人评价而产生对自己行为的反思，知道自己的优点与不足，
知道自己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当然，还可以通过同班同学的评
价，自己要好的伙伴之间的评价，或者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来进行
反思。在此过程中，学生就能渐渐地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
沉淀能够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丰满，这便能够称
得上成长。 

其次，要修炼外在的综合素质。有人会问：外在的东西还需
要修炼吗？我的回答是：当然。而且需要大修特修。书上有这样

一道题目，问“什么是人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选项 A 是态
度，B 是修养，C 是文化，D 是能力。这道题的选项难道真的只
有一个吗？答案当然不见得。 

第一是态度。态度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外显的。学校交给学
生的应该是“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而不应该是“获
得荣誉最光荣”，不是说荣誉不重要，而是重在参与的过程中学
生所持有的态度。比如，学校中要在两位优秀的学生中选择一位
学生参加市里的比赛，两位学生实力不相上下，很难抉择，于是
带队老师便决定先在校里举办一场比赛，学生老师进行民主投
票，票数多者获得市里参赛的资格。我们说比赛有第一就必然有
第二，我为什么不用“赢”和“输”这两个字来代替“一”和“二”
呢？因为这两位学生都有他们自己的态度，不能用简单的字就为
他们定义“输”和“赢”。态度表现在他们比赛前的准备上，表
现在他们比赛中的认真对决上，这是尊重对手的表现，态度表现
在他们比赛后的相互握手拥抱上。他们享受着参赛的过程，过程
快乐啊！这就是态度，也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 

第二是修养。在修炼精神意志品质中我也提到“修养”与“熏
陶”之间的关系。修养便是可以直接呈现出来的，是别人能够直
接体会到的，并且它是看得到的。学生的修养能够看出他所接受
的教育。比如简单的问候：“老师您好。”全校的学生都这样问好，
并且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想这是教育的功劳和学校校风建设的
功劳。这是一种“德”，表现出来的修养就是尊重。再比如学生
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以及学生宣誓和教师宣誓，宣誓已经逐渐变
成了校园的传统，融入到了学生以及了老师的骨髓中去了。这是
一种“德”，表现出来的修养是礼仪。再比如同学之间的帮助合
作。校园没有欺凌现象，只看得到校园角落的干净整洁，校园学
生的自由玩耍，友好和睦相处，偶尔小打小闹当作了儿童间的嬉
戏，自己能够处理好与同伴之间的感情。魏书生老师在他的教育
漫谈中有提到过班级假设，说：“班级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
人做。”多么和谐的场面，这和修养有莫大的关系。这是一种“德”，
表现出来的修养是相互合作，互帮互助。 

第三是文化。学校的文化建设中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
物质文化，前两者是会因为时间而变得可见，是在时间地流逝中
积累和创造的，但后者则非常直观。学校的物质文化主要就是校
园的环境建设，环境是可以塑造并影响人的。学生能在不同的环
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也会产生新的见地，从而把自己的想法和
见地输出，变成创造力，最后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来。 

第四是能力。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当然也包括能力。教师综
合素质的变现就是专业能力，那学生呢？我想应该是学习能力和
创造能力。学习能力是在教师的教育教学中培养的，教师传道授
业解惑，根本是需要“授学生以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
琢磨自己的学习方式，在琢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突破。这就是
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体现。不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教师成为
他们的“引导者”。 

所以，学生身体特质的“百花齐放”是需要内外兼修，全面
发展的。在全面发展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健全自己的人格，
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尽管一枝独秀很厉害，厉害得与鹤立鸡群颇
为相似，但是，百花齐放才能让自己变得完整，而不至于头是鹤
的头，身体是鸡的身体，百花齐放总好过一枝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