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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园中育花人
——教师朋友，请巧妙播撒我们的爱

张宏超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高级中学，辽宁 大连 116599）

摘要：师爱是教师最基本的道德。教师对学生的爱，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师爱出自教师的职责，这种爱在

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

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感情投入与回报过程中，教育

实现了其“育人”的根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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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教育名家曾说过：“教师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他的品行，他的生活态度都会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学生。如果这个

教师很有权威，那么这个教师的影响就会在某个学生身上永远的

留下痕迹。”因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

自己的老师，就如同植物具有向光性一样，学生都有“向师性”，

这就是亲师信道。 

学生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真才实学，老师也想传授给学生

应有的知识与技能，可是在教育方法上，却出现了诸多问题。

教育学生，我认同爱与付出，更赞赏因材施教和懂得爱的技巧。

记得在一次主题是《爱的教育》教学研讨会上，前辈们为我

们新入校的教师指点迷津，谈怎样播撒爱心，怎样实施爱的教育。

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对教学还停留在传授课本知识上面，而忽

略了用师爱的技巧，只知道教师多奉献，多花费时间陪伴学生教

学效果就有预期的成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教育教学活动实

践中，有许多付出辛苦却不见成效的案例，看起来甚至是事与愿违。

案例一：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清晰记得在一节物理

课上，一位特别认真负责的物理老师在黑板南侧画物体运动轨迹

图，由于黑板反光，小刚同学就和老师请示：“老师，黑板反光，

看不清，能靠北一点画吗？”物理老师回道：“我画的这道题的

图就是练习册上的，你没看吗？你提前做了没有？笨鸟应该先飞，

你不知道吗？全班同学爆笑，但绝不是嘲笑小刚，可此时小刚同

学的脸已经红到脖子根，青筋绽出，他尴尬得真想马上离开这个

教室。那节课他什么也没听进去，就盼着赶快下课，再也不希望

见到这个老师。

案例二：2008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小徐同学来办公室问我一

道关于蛋白质的计算题，当时我觉得题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

他愣愣地看着我，“老师，能再讲一遍吗？”我说：“怎么，你没懂？”

我于是按照原来的讲法又讲了一遍，他还是摇头，问了一连串问题：

“什么是脱水缩合？肽链和多肽是什么？”我说：“这你都不会？

还学什么？去去去，教材 22 页回去自己看书，看明白再来问我。”

小徐同学欲言又止，但还是拿着书本一脸茫然地走了。从那以后，

他不再问我生物题，这让我后悔不已。

以上两案例是我作为学生和老师时所经历的真实事件。物理

老师打消了学生的积极性，心过于急，并带有严重伤害学生自尊

心的语言，不必说小刚同学，作为旁人都能清晰记得这么些年，

可见老师的语言多么有攻击性和延续性呀！如果物理老师在黑板

的北面重新画一幅模式图，不用一分钟，是不是学生会很感谢他？

并会认为老师单独为他改变版面而加倍努力学习物理呢？案例二

中的我，作为年轻的教师，本该开始就和学生多接触，多了解学

生学习的难处。学生自己若能看会，还需要老师做什么呢？古人说：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的存在，不是责备致使学生感

到无助和绝望，而是应该在困难之时及时给予援助。

我真诚希望：对这些渴望学到知识的学生，老师应当改变态度，

要相信只要改变就会有成效，还记得曾有个关于改变的故事：

有位班主任，由于教育学生方法不当，格外“严厉”，受

到某学生的报复：学生拿了班主任老师的手机，偷偷地把老师

手机里的电话通讯录清了，照片删除；还偷了班主任的 U 盘，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空，然后偷偷放回。后来老师意识到：这

些事情可能就是自己的学生做的，这样的管理大有问题，班级

很多同学对自己有看法，偶尔的听从也是处于尊重。他于是转

变了教育方法，试图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宽容学生的错误，

采纳学生合理的建议，尊重学生的人格。后来，听这位老师自述，

U 盘的资料又回来了，手机的照片都转移在 U 盘中，但是不知

道谁做的。其实，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师得到了

学生的尊重，受到的损失得到了弥补。

事情发生后，我的很多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想，

学生可能会做出你永远想不到的事情：清空你珍贵的图片和资

料……班级的班规班纪，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课程内容的结构等问

题都源于师生关系，所以要想教育有成效，需改变师生关系。如

果老师不改变，可能你的学生都变成了敌人。

我经常看到有些教师习惯以“爱的名义”来辱骂学生，这

实际是表达自己的愤怒之心，如果你的学生是自己的孩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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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吗？你希望你的孩子遇到像你一样的老师吗？这都有待

商榷。正如网络所言，若你是老板，会聘用现在的你作为员工

吗？当然，这么讲不是告诉教师只是一味的忍受学生的错，他

们也是普通人，会愤怒，有底线，有原则，也有心浮气躁。我

只是告诉教师在表达愤怒的时候也要有“技巧”，真实不装模

做样，不拿“爱的名义”做挡箭牌，不侮辱学生人格品行，不

给学生未来下定论。下面的故事就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分享给

大家，希望能为一线的教师朋友带来工作成效。

故事一：还记得我刚上高一的时候，有一天下起了小雨，语

文老师在前面讲着课文，很多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望着窗外，这时

候语文老师看出学生的心思，便放下语文书，和大家说道：“窗

外下着小雨，同学们刚来高中，想必会有一些感触，那我们试着

写写内心的感受吧，我临时想到两个题目，一个是‘窗外’，一

个是‘那天细雨蒙蒙’，大家也可以自拟题目，也可以没有题目，

想分享给大家的呢，课后可以交给老师，接下来大家可以尽情地

欣赏窗外的细雨。”看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她不

是召唤大家注意听讲，不命令大家不要望着窗外，不急于让大家

回到她的课文当中，而是通过观察了解学生的感受：是想家，是

对雨的遐想，是对高中生活的向往……语文老师虽然没达成原定

的教学目标，但是留下一篇写作，从而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这

不也是另外一种真实有效的教学么？

故事二：2019 年 9 月的一节生物课，我讲述“细胞中的无

机盐”，那时室外正有很多学生在体育训练，汗流浃背，他们喊

着响亮的口号，吸引着教室里的学生。我顿时觉得：这样下去本

节课的教学目标肯定不能达成，怎么办？我看到体育生大汗淋漓，

这不正是很好的教学资源吗？我于是问学生们：“大家看窗外的

体育生，他们的后背出了很多汗，汗液中有哪些成分呢？”学生

回答：“有很多水，还有无机盐！”我问：“你们怎么知道有无

机盐？”学生答：“汗液是咸的。”我又问：“出了这么多汗，

你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吗？”学生回答：“除了补水，还要补

充无机盐，还有补充糖来提供能量。”我接着问：“为什么补充

无机盐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学生翻书找答案……在这个故事

中，教师没有急于纠正大家不要望着窗外，而是接通过这样一个

情境引出问题，学生通过实际的观察和生活体验，自己就回到了

课本中，并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切实感受到生物课程的生活化，

有效地达到了学习目标。

以上两故事具有相似性，它们都讲述教育的变通，面对诸多

问题应讲究技巧，它不是强硬，不是命令，而是引导，是根据实

际情况的灵活处理能力，这个需要老师们不断的尝试，慢慢的体会。

故事四的情境教学与我的语文老师有很大关系，她是用心在教学，

她的思维方式和人格魅力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我的

课堂上都看到了她当年的影子。这要感谢我的老师，她把智慧和

技巧传授给了学生，正如前文所说，教师的世界观和品行、人生

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学生。如果这个教师和善而睿智，那这位教师

的影响也会在他（她）的学生身上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自己的老师。如果把老师比作阳光，

把学生比作花草，当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候，花草与生俱来

的向光性就表现出来，因而学生与生俱来的“向师性”也会毫无

保留。 

爱，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高尔基说过：

“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

赞科夫同样也说过：“当教师的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

的品质，就是热爱儿童。”可见，师爱是教师最基本的道德。教

师对学生的爱，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师

爱出自教师的职责，这种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

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

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

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

正是在这个感情投入与回报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育人”的根

本功能。因此，师爱就是师魂。爱是教育的前提，没有热爱学生，

没有对学生捧出片爱心，用满腔的热情去亲近他们，是不可能教好、

带好他们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具备热爱教育事业，热爱

孩子之心；积极探索，大胆改革之志；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之风；

灵活开拓，转化差生之功。这样才能使教育学生的工作起到“拨

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之效。

在这桃李芬芳的校园，愿你我都能：桃李园中育“花人”，

桃李园中“花”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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