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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爱心童心相呼应  向上生长一定行 
◆赵曾玲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小学  广东深圳  518131） 

 
摘要：爱心和童心是师爱的核心。老师是学生生活学习成长的心灵导师

和知心朋友，只有具备师爱的核心，才会有浓浓的师生之情，柔柔的人

生之美，师生和谐融洽的桥梁和纽带才会更为牢固，学生的成长才会充

满自信，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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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真实，最真诚，像上帝派来的小天使，他们是如初的

美丽。新时代的背景下，培养他们优良的品质、健全的人格、良
好的生活习惯，是每个老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面对思想感情
丰富，敢于自我表现，性格鲜明独特的孩子们，我们既要把班级
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又要实现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因此，要唤醒
孩子这粒种子，可以长成好大一棵树向着蓝天和太阳歌唱，就需
要老师的爱心与童心。 

一、教育在爱心中温暖行走 
爱是一种力量，如但丁所言：“爱推动着日月星辰的运行。”

爱是教育的密码，如雪莱所语：“道德教育最大的秘密就是爱。”
对学生倾注爱心是成功教育者的基本要求。让教育在爱心中行
走，用这种最有效的方法去生成儿童的智慧、幸福、坚强、勇敢、
感恩和思想。 

1.爱学生，就尊重信任学生。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影响
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
人的自尊。” 一般而言，教育是以关怀学生的成长为目的的，每
一位教师必须做到对学生尊重信任。小学生身心发展变化较快。
据观察，后进生更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信任和理解。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只有尊重信任才能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把自己的
老师当作朋友和亲人。同时，老师尽量避免独包独揽，班级工作
大胆给与学生信任让其组织开展，或许会收到更大的惊喜。再者，
当学生对自己做事有解释性陈述时，尽可能先选择相信，信任和
尊重会从侧面促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好。对待学生上，我们需要记
住陶行知先生的告诫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
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2.爱学生，就赏识激励学生。赏识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
爱的教育，是充满人情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人性中本质的需
求就有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就精神生命而言，每个
孩子都是为得到赏识而来到人世间，赏识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孩子
的优点和长处，发现并表扬，逐步形成燎原之势，让孩子在“我
是好孩子”的心态中觉醒。马克•吐温曾说 :“只凭一句赞美的
话，我就可以活上两个月。”成年人都希望听到赞扬的话，何况
孩子呢？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通过马修老师和他学生的故
事，就向观众很好地诠释了赏识教育的基本原则。 

3.爱学生，就宽容和提醒学生。雨果曾说：“比海洋更广阔
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这种胸怀就是宽容。
一个老师只有懂得宽容，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学生的行为和思想。
在这里，宽容并不是无原则的过度表扬，不是无视学生的缺点，
也不意味着纵容过错。印度影片《嗝嗝老师》中的纳娜，与 F9
班的相遇，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的病情因为这帮不省心的孩子
几次严重发作，让人揪心不已，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对孩子，
纳娜始终饱含深情，她的宽容是影片的最温暖所在。常言道：“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以心换心，以情动情，用宽容造就孩
子的“经典”人生。 

二、教育在童心中倾力成就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总想知

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
么，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老师面对的是一个个充满童心
的孩子，就更应该拥有一颗童心，以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以儿童
的视角去欣赏、以儿童的耳朵去倾听、以儿童的快乐去感受、以
儿童的情感去热爱。能以学生的欢乐而欢乐，以学生的忧伤而忧
伤，正如与学生“一同哭泣 一同欢笑”。 

1.塑童心，就蹲下身子。带着充满爱的童心走在学生中间，
走进学生的心灵，要“蹲下去看学生”。这样才会使学生感到自
己的存在，才会以平等、宽松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在学习中，学
生才会有勇气，有自信，学生在自信中才会充分感到学习的快乐。
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的艺术》里说：也许你并不喜欢足球，但
你的学生在课间谈起马拉多纳便眉飞色舞，那么你最好关心一下
电视台的但是在我们引导学生去做某件事情时，我们真的需要去
了解一下学生在意什么，喜好什么。” 

2.塑童心，就换个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处于不同的立场会产生不同的观念。作为老师，应该学会换位思
考的方法和技巧，当孩子遇到问题时，能够迅速以孩子的位置和
角度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不仅如此，
换位思考，还是一种了解孩子真实想法，快速拉近和孩子心灵距
离的有效方法。教育家李镇西在《做最好的班主任》一书中提到：
“教育者是否拥有一颗童心，对教育至关重要。乐于保持一颗童
心，善于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变成一个儿童，这不但是教师最基
本的素质之一，而且是教师对学生产生真诚情感的心理基础。” 

3.塑童心，就改个标准。陶行知先生说：“我们必须变成小
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大人的世界是大人的世界，孩子
的世界是孩子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不一样的。如果老师硬要用成
人世界的要求来对待孩子，势必会发生许多师生关系上的问题和
不愉快。因此，老师应该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用“孩子世界”
的眼光来了解和认识学生。也记得一个学生曾因在校才艺展示评
比上没有夺冠而郁郁寡欢，但高兴的是那天的谈心中，我们达成
了“超越自我本身就是第一”的共鸣，她转变后，才艺进步的惊
人！换个标准，成就彼此更好的变化，多么意义非凡的事。 

爱心和童心是做好一名老师的前提，是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
一道防线。陶行知先生说得好：“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教师捧来的“心”，肯定包含了教书育人的“爱心”和不泯的“童
心”。就让双“心”相呼应在我们的老师工作中吧，学生的向上
生长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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