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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把《爱心与教育》像看电影一样看完
了，读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想快点知道这部电影下一个故事情节是
什么，读完后脑海里却有一个声音在反复问着：你给孩子

“爱”的见面礼是什么？他作为一名教育专家，我想亲切的喊
他一声李老师，因为书中的情节时不时会把笔者带入之中，读
着读着就以为自己也是李老师信中的学生。虽然我们没有出生在
李老师的那个年代，但儿童时代总是听外婆说她们小时候的故
事，她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她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家里
太穷很小就出去打工了，她经常感叹到如果可以上学那是一件多
么幸福的事啊！书中每提到那个年代生活条件的艰难和一封封回
信中提到的学生是多么努力的学习时，笔者很有感触的知道他们
是想努力读书改变未来命运。

1　爱的教育需要从理解和接纳出发
和书中学生们一样的美好愿望下，笔者也踏上了教育之路，

走上教育之路的初心是把所学本领教给孩子们，憧憬能带着孩子
们一起好好锻炼身体。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没有像李老师那样
用心去关爱学生，没有和孩子们走的很近。学生很喜欢上体育
课，却没让学生把我们当做朋友一样和睦相处。在从教的这九
年里，也听到过学生的一些评价，有人说张老师你很凶，总是
因为班级的纪律问题而板着一张脸。也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
班在体育课上只要一活动就很乱？是啊，对于个别难管的班级，
还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读完《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笔
者一直在幻想，如果学习李老师和学生的相处之道，是不是结果
会不一样呢？

如今为人母亲，也更能理解孩子们身上一些所谓的天性，也
学会去接受孩子们的缺陷。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好的一线
教师不可能只教好学生，他能力的体现是把存在问题的学生教好。
在平时的工作环境下，我们会看到有老师生气发火，原因是有学
生不听话。每当看到时内心其实会难过，因为有时笔者也会因为
这样的学生生气，但生气真的是一件很伤身的事情，也不是一种
很好的解决办法。老师出于无奈的生气，老师搞不明白有的学生
为什么总是犯错，老师束手无策又不允许过多的管教孩子的言行。
一线辛劳的老师总是会自寻烦恼，因为他们不能感动这些学生，
他们没有走进这些学生的内心世界。

2　爱的教育需要更多的去付出与奉献
现在的教育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孩子对于规矩或者纪律行为

准则却不能很好的去遵守，读书对他们而言好像不是学生必须履
行的职责。很多孩子在外面报了一些培训班，他们家庭的教育理
念也许是只要在外面学好一门技能或艺术特长，长大了靠家里的
一些关系或条件也是可以很好的生活着。他们不会再为生存而烦
恼着，他们天生就有优越的生活环境，读书对于他们成长的选择
并不是唯一。李老师书中的孩子们对于读书是一种奢求，是一种
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他们很珍惜读书的机会，他们都觉得唯有
读书才能闯出一番天地，必须读书。孩子们的环境和理念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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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老师用手记的形式把他的教育故事叙述给读者，让我们感受到了在那个年代里一股股对学生爱的暖流。那是一种怎
样的教育初心？那是一种怎样的教育情怀？那是一种怎样的职业道德？那是“爱”的初心；那是爱的教育情怀；那是“爱”的职业
道德。李老师用爱作为教育的见面礼献给了学生，“爱”这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现在的教育环境下更缺乏爱的教育，更需要用爱心
来感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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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但是孩子们需要的“爱”是不会变的，如今很少有人会保
持写信的习惯了，更多的是一部手机来构建练习，看上去沟通越
来越方便了，但对于学生的“爱”并没有因为交流方便而更近一
了，更多的是一种淡然。每天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的任务也很
繁重，大家的心情也变得有些浮躁，家长没有花时间面对面跟孩
子进行思想交流，这个现状下有的孩子存在的问题是他的家长都
为之束手无策的，更何况是任课老师会一招致胜的呢？

用“爱”去灌溉每一个孩子，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需要朝朝暮暮的坚持。拿一节低年级的跳绳活动课案例来说，有
的学生不用教就已经会了，有的是不熟练，稍微提示一下正确的
方法，慢慢地多练习就可以熟悉掌握了。有的学生由于自身的身
体素质差异，你如果用通用的方法教他，一段时间后他还是不会。
加之体育的技能活动家长们一般不会在家里进行辅导，怕练起来
费时费力耽误孩子们学习时间。笔者曾做过一次对比，挑了一个
一年级不会跳绳的同学，笔者单独去辅导他的时间比较多，不仅
仅是在每一次的课上，包括课间或者一些活动时间，只要是管理
班级时候都会花一些时间。从最初的先教双臂甩绳，再练习甩绳
后跳过绳子，甩绳和跳绳不连贯的进行着，最笨最简单的方法重
复地练着。慢慢地发现他甩绳越来越熟练，会地找准那个起跳点，
虽然还是不连贯但每跳一次是甩和跳的协调结合。有了每一次的
协调最后可以连续地跳起来了，跟跳的好的学生虽不完美，跟当
初的自己比已经进步了。到二年级他已经可以熟练的跳了，还参
加了学校的跳绳比赛，尽管最后他没有拿到名次但也突破了100
大关。看着这位学生进步的同时，笔者更看到了没有被单独辅导
的学生的跳绳水平还需要提高。课上练习时间有限，没有格外的

“爱”给予的学生，他们就没有能在“爱”的见面礼下茁壮成长。
如果在体育课堂上可以全面关爱那些身体素质需要加强的学生，
让他们在每一次的练习下都可以接受特别的辅导，把“爱”的见
面礼均匀的分给他们，那么他们的成长会因为有了“爱”的滋润
更加茁壮。

3　总结
爱的教育需要从理解和接纳出发，需要更多的去付出与奉

献。我们要多用一些言传身教的规范引导他们，多用自己的优秀
表率来感染他们，课后多与孩子们交心，用朋友的相处之道和他
们接触。这些都可以作为“爱”的见面礼给他们，这样孩子们会
因为老师的存在而感到幸福。这本书给笔者带来的反思是今后工
作中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带给笔者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生活理性的
思考，一种应该怎样做的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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