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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路，与“糖”同行

张晶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我们在学习中都会遇到许多的沟沟坎坎。比如，作为教师，教学生涯中可能会遭遇教

学瓶颈、碌碌无为、职业倦怠等状况，学生也会面临学习疲乏、厌学、成绩停滞不前、学习效率低下等问题。作为教师，

就要去寻求适合的工作态度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兴趣。因此，教师要学会自我调节、

不断学习、设立行之有效的目标并付诸实践，成长为真正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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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四颗糖”的故事，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了。

故事发生在陶行知先生做校长时，有一天，陶行知里

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砖头砸另外一个同学。陶校长就及时制

止同时令这个学生去自己的办公室。[1]接下来，他接连给了

犯错误的学生“四颗糖”!

陶行知先生在面对犯错的孩子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

用宽容之心、理解之情感化学生，让学生主动认错，并欣然

改错。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作为教师，既要以树人为重，

又要用心呵护这群祖国的“花朵”。

作为教师，我们也应该拥有四颗浸润心脾的“糖”，

才能让教育之路有甜有蜜，才能让少年们拥有花样年华。

一、“棒棒糖”

榜样在身边，优秀要让人看见。教师是一个需要不断

学习的职业，停滞不前，一劳永逸，都不是教师应有的状态，

真正的教师要追求上进，不断充电，终身学习，才能让我们

变得真正“棒”！你才会经常听到“你真棒”！陶行知说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大学期间曾

勉励教师们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 "四有 "好老师。“四有”好老师，是我们每个

教育者锲而不舍的追求，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在教学

中，践行“四有”标准，我们的教学之路自然会“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二、“薄荷糖”

百度百科中对“薄荷糖”的定义是这样的：薄荷糖是

以白砂糖、薄荷为原料，调配而成的一种糖果。薄荷属寒性，

疏风散热，清头目，利咽喉，并因为它含有薄荷醇 ,使得它

能疏肝解郁。所以，薄荷糖中得薄荷有着抗炎、解热、健脾、

护肝等功效。

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有“薄荷糖”常伴左右：我们教师

需要“领头雁”的带领，更需要“领头雁”的指导，遇到难

题或错事时，“领头雁”会及时纠正错误，并帮助我们解决

难题。宽严并济的领导者犹如一颗“薄荷糖”，他会时刻提

醒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薄荷“入口时虽然会刺激

到我们的味蕾，但慢慢咀嚼，将会神清气爽，甚至醍醐灌顶。

三、“橡皮糖”

作为教师，我们要教会孩子们生存能力，并学会爱护

生命，好好生活，活出真正的自我。如何才能把这样的教育

传授给学生？首先，我们作为教师，自己就应该有生命的坚

韧，生存的能力，生活的向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三生”

教育弘扬开去。但在教育实际中，“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诸如此类的光环有时会把一个教师压得难

以喘息。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橡皮糖”的精神，QQ弹弹，

韧性十足。

对于生活，我们要学会抗压，摆正心态。泰戈尔说过，

“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们不能左右天气，

但我们可以改变心情。人生之路很长，也很崎岖，生活中喜

怒哀乐常伴随我们。我们虽改变不了人生之路，但可以做一

个有韧性的人。有韧性的人能解决人生中的每一个小挫折，

培育出积极乐观的心态，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这种心态

与能力，潜移默化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与行为自觉，从而不断

的积小胜为大胜，让自己成为事业和生活中的成功者。

四、“跳跳糖”

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我们都提倡“跳一跳摘个桃”，

对于我们教师，更应如此。前苏联教育家维果斯基提出最近

发展区理论。他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

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

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

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法国教育家朗格朗倡导终身教育，他认为，教育并不

限于青少年阶段，而应贯穿人的一生，并且人一生的教育是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师应该是终身学习的先行者，那如

何才能“终身”学习，不会疲乏呢？很简单，我们也要把自

己的教学规划设定为“树上的桃子”，自己“跳一跳”便能

摘到。

有了这四颗“糖”，我们的课堂才可谓多姿多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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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学生才能学得有滋有味。有了这“四颗糖”，我们就不

会惧怕课堂言之无物。学生如同刚被种下的“小禾苗”，这

些求知的“小禾苗”，不仅需要雨水的浇灌，更需要有悉心

的呵护，有适量的营养摄入，我们老师手中的“糖”就能适

时转化成这些营养，这样就不会担心学生问道：“老师，您

有糖吗？”更不会焦虑学生“不给糖就捣蛋”（西方万圣夜

的主要活动）的尴尬境地。

我们要把这些“糖”化为无形的教学手段。

首先，我们的教学中应多表扬，少批评。

让“你真棒”落地生根。我所说的“表扬”，并不是

一味地夸夸学生，而是让学生在赞美中能找寻到课堂中的自

我，让学生成为课堂中的主人。在语文课堂中，我们的教学

形式多样，听说读写在一堂课中都会有体现，但每个孩子的

身心发展各异，语言表达能力也会参差不齐，那怎样让大部

分学生都能找到自我呢？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而言，那老师更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比如，当一个孩子身体坐端

正时，及时表扬，“某某同学的坐姿真端正！”当不同问题

抛出时，关注不经常举手的学生，回答问题，无论正确与否，

都应该恰当表扬，并给予引导，“你的想法真有创意，如果

声音再大一点，就超级完美啦！”当课堂上大部分孩子都已

经疲倦时，就应该来一针“强心剂”，“第一组记笔记的速

度可真快”“第二组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可真多，其他组加加

油，多多思考，争取超过他们！”诸如此类的表扬语要适时

而用，切不可滥用，否则只会起到反作用。

其次，有了甜蜜蜜的“棒棒糖”，教学也少不了“薄荷糖”。

这“薄荷糖”犹如课文中的新鲜语句，给人以沁入心

脾的凉爽。语文课堂要冷静下来，教给孩子们新鲜的知识和

技能，比如在三年级语文《赵州桥》这一课，不仅要让学生

体会到赵州桥的雄伟、坚固和美观，还要让学生学会“如何

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学会了技能更要让学生学

以致用，在小练笔中逐渐提升写作能力。这是新课标的要求，

更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必备要素。

第三，语文更要体现德育价值，培养学生有如“橡皮糖”

的韧性。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

一，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激发他

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语文课程要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所以，老师也要给孩子一颗有韧性的“橡皮糖”，让孩子们

懂得，学习就是一个有进有退，迂回曲折的过程，螺旋式上

升的学习体验会让我们的学生更加富有韧性和耐力。

最后，语文学习中，“跳跳糖”让学生更有弹性。

“跳一跳摘个桃”，强调目标的确定应该是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再稍作努力就可以达到。目标太高，连跳数次仍

然摘不到桃子，人们会认为努力也是白费劲儿，最终丧失信

心；目标太低，无须跳就能摘到桃子，就使人们失去了跳的

动力，不利于发掘潜能。所以，我们在给学生设立学习目标

时，一定要按照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确定教学目标，并给

予学生积极暗示和正确归因，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学

生的健康发展。

每次走进学生，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我都能感受到

孩子们求知和好奇的眼神，就好像在说：“老师，你有糖吗？”

如果每一位老师都能带着一颗颗神秘“糖果”走进课堂，时

不时让学生尝一尝这“糖果”的香甜，或者是“糖果”的跳

跃和嚼劲儿，学生将会对课堂流连忘返，当下课铃响起时，

就真的会说：“啊？怎么这么快就下课啦！”美滋滋地享受

学习带来的乐趣。

我想，无论是这四颗糖中的哪一颗，我们都应该珍惜，

而不能偏食哪一颗。唯有如此，我们的教学之路才能“教”

如夏花之绚烂，“学”如秋叶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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