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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启蒙教育

更需要教育者的一种特殊的情怀。用一种神圣的态度对

待启蒙教育，一定能将这份工作做得很神圣。这是我从

教两年一年级以及到幼儿园工作两年以来的最深感受。

万丈高楼平地起，启蒙教育是更是一切教育的基石，

幼儿园教育和小学低年级教育更是孩子启蒙教育一个非

常重要的阶段，教师的基本素质对孩子的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而教师的最基本素养一定是师德为先，幼

儿园到学校阶段是孩子由游戏化学习到小学学科式教育

的过渡时期，孩子们需接触另外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

而生活环境的变化又对孩子情绪情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这时老师的爱心于师德对孩子是否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起

到了重要影响，老师的爱可给孩子们创造健康的心灵环

境，使孩子逐渐形成了安全、快乐、主动的情感和生活

学习状态，所以教师良好的师德、师爱都有利于孩子对新

环境的适应性，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影

响，也是孩子对新环境最有效的转化剂、心灵滋养剂。

师德一般能在教师的人格特质上表现出来，历代的

教育从业者所提倡的“以身作则”、“行为示范”、“遵循

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务”等，既是教师道德的

要求，又是教师个人优秀的品德素质表现。“职业道德”，

既指教职工以及所有教育者在从事教学工作时务必遵循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还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情操等品质。但教师的道德品格并不仅仅是指标准、原

则本身，而且他们还将这种标准、原则逐渐内化，作为

对其从事教学的标准。教育者身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

在人们的观念中教育工作者是美德的具体化、人们的典

范、父母家庭教育的协助者。孩子们也往往把这位师德

高尚的老师当成学习的楷模，并仿效其性格、行为、乃

至行为举动、音容笑貌等等。所以，可以认为教师道德

品质素养比教师个人科学文化水平还更为重要。教师的

师德反映了教师的思想内涵，是教师个性特点的直观反

映，也是所有教学工作的基石。

1　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实际上就像一

个断奶的孩子。我们觉得，这一回可能比第一次断奶更

加值得关注。为了让孩子们尽快完成幼小衔接，让懵懵

懂懂的他们顺利适应小学生活，我们不辞辛苦、兢兢业

业地工作着。

1.1“你可以接受自己不懂的知识，你不可能给予

自己没有的东西”弗兰克西克尼说。为了更好地适应教

学，我利用休息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第一件事就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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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给自己充电。读《儿童心理学》、《教学心理学》、也

读《教育心理学》、读《多元智力》、读《道德教育》、也

读《惑论》、读《救助孩子》、读《学习的风格》我如饥

似渴、手不释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读教育教

学理论，还经常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

1.2“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作为启蒙教师，我深知教育，不能忽视细节，教育就是

养成习惯，而习惯则是日积月累的细节。播种思想，收

获行动；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

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从引导孩子每天按时到校不迟到、

作好课前准备、注意正确的书写及坐姿、能爱惜教学用

具到上课时认真听讲、主动提出意见、学会聆听、及时

做好作业；从礼貌、诚实、勤俭到友爱、包容、自律；

甚至连怎样站，怎样坐，怎样走，我们事无巨细，全都

耳提面命。希望帮助孩子们培养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

惯，把教育好孩子当作自己的己任。为了规范某种行为，

养成某种习惯，我们会耐心地、反复地、持续地、不厌

其烦地对孩子进行着良好行为的训练。五遍、十遍、甚

至百遍，有时我会被弄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筋疲力

尽。面对少数习惯还有待加强的孩子，虽然倾尽爱心和

智慧，收效仍是不大。曾想到过等待。可教师的责任感

让我别无选择。是的，教育与产品是不同的，产品一旦

破损后，我们就可能报废。但对人的教育和引导如果一

旦错过了，受影响的将是整个人的一生。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才做得那么主动、那么积极、那么努力、那么辛苦、

那么无怨无悔。

2　用心感动学生和用制度管理学生的效果有着很

大的不同，要真正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就要富有

亲和力。走进孩子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快地记住他

们的名字。四十个小朋友。要想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准

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真的很不容易。可我硬着头皮，

强迫自己做到了。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和环境

的影响，每次与家长交流时，我会有意把谈话内容引到

孩子成长的历程中去，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当我再次

回到孩子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所放矢，投其所

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还会及时且经常地奖励他们。早

上同学们能按时到校，晨读热情高，上课时认真听讲，

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能按时做好作业检查的，

我们都会表扬他；讲卫生，自理能力很强，对待事情能善

始善终，团结同学，对人有礼貌的，都能受到我们大大的

奖励。一句表扬，一朵小红花，一个本子，一本书，甚至

一丝微笑，一个拥抱、一次抚摸，都能带给孩子们惊喜。

2.1 任何教育离开家庭和社会，都是不够健全和完美

的。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学校和

家庭，不仅要行动一致，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

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

发。家长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是造成幼儿行为习惯

和学习品质的关键所在。启蒙阶段的幼儿在需要成人帮

助上也会存在个体差异，有的要得多一些、时间久一些，

也有的少了一些，时间也短一些。这些都需要家长、老

师共同努力、用心陪伴，我们老师应该要多理解孩子，

站在孩子的视角思考问题，才能有目的、有计划、有步

骤地教育和引导孩子，真正关心孩子，走进孩子的心理。

孩子也只有在心理上接受了老师，才愿意接受老师的引

导和教育。而家长也需要了解和支持老师的教育目标、

教育思路和教育方法后，才能更好地形成家园合理，对

孩子进行有效教育。

2.2 家校必须在合作中产生合力，教育质量才不至于

5+2=0。这是很多教师和家长们所共识的教学问题，同时

也是教育永恒的一个话题。

2.2.1 因此，建立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系，

在学生和家庭之间搭建一个平台，便成了中国家庭教育

的当务之急。而这根纽带、这座桥梁无疑是双方的沟通

与共识。

2.2.2 建议父母不能只注重孩子的成绩，实际上分数

的高低只是一时的，有时候甚至是偶然的。优良的品格、

良好的习惯，比优异的成绩更重要，只有养成了这些良

好的品质那孩子的潜力一定是无穷的。所以家长良好的

教育思想观念，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

2.2.3 在教育过程中我感觉不管家长有多么高深的知

识能力水平，或先进的教育理念，但在教育子女上有时

也会有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对于中低年级的孩子而言，

教育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教师们积累的

经验是得天独厚的。他们从孩子的心态调整到学习习惯

的培养，从孩子的安全到自理能力的培养，都有着非凡

的智慧。如果家长能得到教师的援助，教育孩子必然事

半功倍。家长应该与教师合作。在老师来家访之前，家

长要列出想了解的问题，例如哪些是孩子最强的科目，

那些是孩子最弱的科目，孩子在校的表现。会谈时，要

制定具体的帮助孩子的计划，征询老师的看法与意见。

交流结束后，还要同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建议和意

见付诸实施。

2.2.4 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必须坚持下列三个原则：

奖励良好言行（适时且经常性）；不可在“无意中”鼓

励不良行为；不要给孩子“贴标签”。

2.2.4.1 奖励良好行为（及时且经常）

孩子学会语言、和他人共享零食和做家务，都因为

孩子要利用这种活动来得到关注和奖赏。身为家长，我

们必须充满激情地、坚持不懈地鼓励子女的优秀言行。

想想我们自己，如果你拥有了这份工作并从中得到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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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人的肯定，我们会欣喜若狂。假如你的努力得不到

认可，很多人积极性就会降低或者选择放弃，做一天和

尚撞一天钟。

当你的孩子因为一个优秀的举动而获得肯定时，他

的行为便获得了巩固。那种行为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在

他心中生根。您的鼓励，可以是拥抱、拍肩、微笑、亲

吻等，也可能是口头赞扬，即使只是目光接触，也会产

生神奇的力量。

若想使您的赞扬更加合理，那您就应该赞扬一个具

体的行为而不是孩子本身。当您的孩子打扫了卧室时，

您用描述性的赞美：“你的卧室看上去真棒，床铺、被子

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地面桌面都非常干净整洁”这样赞

扬比说：“你做得真棒”要更管用。所以在表扬或称赞

时，一定要赞扬具体事物。

我们还可能给予物质奖励或活动奖品，比如一些特

殊的电子小玩具、零花钱、去旅行等等。

鼓励应该在小朋友表现出优秀行为后及时给出才有

效。如果您女儿正在倾倒垃圾，您应当在她倾倒了之后

立即表扬，但不能在一二个小时之后再说。但也不能在

他做事之前就表扬他。

2.2.4.2 不要在“无意中”奖励不良行为

如果我们在无意地奖励了孩子的不良行为，那这些

不良行为无形中也就被加强了。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意

中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太正确或错误

的判断。这种错误越来越多时，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

下面的一个小故事也许能让您明白一些东西。

孩子哭哭啼啼，妈妈忙得不可开交，五岁的孩子在

一旁嚎啕大哭。母亲忍无可忍，便停下正来训斥孩子。

接着询问孩子怎么样了。孩子由此明白了若想受到母亲

的重视，首先要哭哭啼啼，然后进行温和的惩罚。以后

只要想让妈妈注意他，就号啕大哭。

“关注”对五岁的孩子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她

教会了孩子哭哭啼啼。同理，孩子就教会了妈妈对自己

哭哭啼啼也要有所照顾。当父母得到关怀时，孩子便会

停止哭啼，以“奖励”报答其父母。孩子和家长互教了

对方适应不正确的做法。

一旦您说出“该睡觉了”，孩子们就可能会以抱怨、

哭闹或生气等方式来推迟上床时间。当孩子哭闹、抱怨

到令人受不了时，您又如何才会妥协或允许他晚点儿睡

觉呢 ? 但如果您退让、妥协了，那么您在无意中也就奖

励了他的孩子埋怨、生气或哭闹。您正确的方法是，决

不让步 ! 如果您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习

惯用生气，哭闹、喊叫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有时也必须用温柔且坚定的方法来减少或消除

孩子的不良行为。在合适的时间和环境针对实际状况也

可采取合理告诫的方法，对帮助儿童也是很有必要的。

如：自然后果、逻辑结果，或行为惩戒等让孩子自己承

担相应的后果。但决不能采取严酷的惩罚，如威胁、讽

刺或殴打，这样的过度行为就不合适了，也会让情况进

一步复杂化。

2.2.4.3 不要给孩子们“贴标签”

和孩子相处时要以新的视角看待孩子，协助他们独

立和实现自我。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

惯》这本书籍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有关自我实现的故事：

在英国的某个学院里，一台计算机意外地出现了一

些编程出错，导致学院在学生登记成绩的时候，就把某

“优等生”班记录成了“差生”班，把某个“差生”班

记录成了“优等生”班级。这个报告是每年学期末评定

的重要参考依据。

当校方最终在五个多月后得知这一问题后，决定不

对所有人公布结果，而重新对这些学生展开了测试。结

果令人瞠目结舌：“优等生”的测试分数发生了大幅下

滑，因为别人都把他们当作头脑愚蠢、不学习、无法管

教的学生——老师的看法也成为了孩子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是，对于所谓的“差生”的表现则有所提高，由

于学生们被当成聪明的好学生看待，他们表现出积极、

向上、快乐心态以及积极情绪，老师也表现了对这些学

生的高度评价。

当记者问他们的老师，在开学初的一个学期状况怎

么样，他回答：“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的方法不奏效，所

以只好改变。”由于电脑信息表明这些孩子都是很聪颖

的，所以如果进展顺利，那么就必然是教学方式上发生

了问题，于是这些老师才会积极主动地转变教学方式，

并在自己的影响圈里下进行努力。

这故事对我震撼巨大，它告诫我要以新的视角打量

孩子，学会挖掘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确立积极的、向

上的学习和情感态度，并协助孩子转变行为模型，变成

讲原则、懂评判、独立、有价值的新个体。

3　结语

启蒙教育的天空是纯净的、美丽的，启蒙教育的翅

膀是迷人的、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相信有了家长深明大

义的支持，启蒙教育的天会越来越宽，启蒙教育的翅膀

会舞动得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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