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
巧 教师妈妈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读后

感(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巧篇一

我九岁了，有幸在校信通第三届“书香班级”评选活动中荣获
“阅读天使”，我认为这一切都和妈妈平时的教育分不开。

还记得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买来很多幼画书，特别是
坚持订了三年的《幼儿画报》，让我爱上了看书，爱上了阅
读，对认字非常感兴趣。妈妈也做的很好，晚上只要不上夜
班，就在家里陪我看书，给我讲故事，也让我给她讲书中的
故事，所以，上学了，碰到看图写话的题，我就很少丢分，
这样到了三年级，我的优势也就完全发挥了出来，由于我看
的书特别多，用妈妈的话说：“厂里图书馆适合我看的书我
都看过。”忘了说下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看书速度非常快，
现在书的价格也很贵，于是妈妈和爸爸特意在厂图书馆办了
两张借书卡，这样每周我都可以看到四本书，还不算平时买
的`书，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看了多少本书，反正
我们家能放书的地方都是书。

就像现在写博客，虽然想得到xxt很难，但我一定坚持下去，
我想随着我知识的积累，一定会有回报，我做梦都想当博腕
呢！

感谢我的妈妈这样教育我，让我喜欢阅读，让我做事坚持，



让我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巧篇二

我是一个从事二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
的母亲，我很想教育好我的学生，我更想教育好我的孩子。
工作上我尽心尽力，教育孩子我也付出了很多，但总觉得孩
子的发展离自己的期望还有很多很大差距，对自己教育孩子
的做法也有诸多困惑。假期我读了《教师怎样教育好自己的
孩子》这本书，书中的许多观点和做法令我豁然开朗，明白
了许多。看着同行们写下的朴实无华的文字，读着那一个个
真实鲜活的亲子故事，我的心不禁一次次与之产生共鸣，一
次次被书中那浓浓的亲情所感染。

《教师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一本完全由一线教师自主撰写的育子故事，共分为四辑，
每一辑有不同的主题，收录了不同的故事。细细品读这些故
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智慧，每一个故事都饱含着深情。
读罢全书，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要以一颗平常心来养育孩子，
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刘良华老师说：“研究教育的人很可
能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常有的事。”的确如此，在教
育问题上老师是“灯下黑”，对待别的孩子特别有耐心，特
别好脾气，到了自己孩子身上，好心情和好脾气统统没了，
指导孩子学习，一遍还可以，两遍时声音就高了起来，到了
第三遍，简直要咆哮了，我就经常爱犯这样的错误。，细细
想来，这都是自己没有摆正心态，是不尊重孩子的一种表现，
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作为老师，我们似乎都对自己有一种心理暗示，自己的孩子
要比别人的孩子出色，如果孩子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的表现，
我们便会爱之甚而责之切。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忘记
了，我们的孩子与学生一样，他也需要我们的理解与尊重。
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虚荣心蒙蔽了心灵，而应该以一颗平常
心来养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个性，也有他自己不



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成长规律，我们不能要求她同样的错
误只犯一次，也不能要求她各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有人把
教师比作园丁，我觉得十分形象。园丁种下幼苗后并没有强
求每一株幼苗都能长成参天大树，他只是按照植物的生长规
律，让幼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然的成长，因此许多幼苗在
他默默的守望中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看作是
我们种植的一株幼苗，所以对待孩子，我们也应给他们充分
的理解与尊重，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成长规律，在我们爱的目
光的注视下健康快乐的成长。或许这样，我们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作为教师，我们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那好比是近水楼台先
得月，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从教育无数学生中获得的丰富的
经验，孩子在自己学校学习而有可能给予的细致的关注与帮
助等等；当然作为在家也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忘记自己是
慈祥的母亲或是仁爱的父亲，动辄就大动干戈，对学生的细
心和耐心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荡然无存。姜荣奎说过：“我觉得
‘教师’仅仅是对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而言的。在家庭教育
中，教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角色，注意避免把
自己的职业倦怠带到家庭中，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
关注孩子，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样才能不出现常有人说的那
种现象——种了别人的地，却荒了自家的田。”我对自己的
孩子，何尝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呢？但不少家长和老师在教
育自己的孩子时往往对他们的期望值过高，总想着让自己的
孩子出人头地，总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总是说别
人家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好，让孩子产生了逆反心理，让孩
子失去了自信。

陶行知说得好“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
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每个
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自
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而不顾他们的感受，最终受伤害的会
是我们自己。因此，教师首先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自己
的孩子。俗话说的好，十个手指不一般长，我们对于我们的



孩子不要过于苛刻。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尽了
我们做父母的心和责就够了，我们千万别做“拔苗助长”的
蠢事。

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巧篇三

第一大错：家长专制传统的中国式家庭里，家长说一不二，
强行决定孩子应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

现在的孩子不用下跪了，但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做到最
基本的民主呢？比方说涉及孩子利益的事情，家长有没有征
求过孩子的意见？当家庭内部出现争执的时候，无论有没有
道理，家长总是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以都是为了你好
的名义来代替孩子做出决定。而这种行为就是一刀砍去了孩
子脑子里的民主意识，而让他觉得强权就能战胜一切。

第二大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当你看到小偷在撬邻居家的门，而你拉着儿子匆忙离去的时
候，有没有发现儿子的另一只手握成了拳头？当女儿告诉你
小区花园的水龙头坏了，你是提上工具去修理或者立即给物
业打电话，还是告诉她别多管闲事？你假装没有看见公共汽
车上站不稳的老人，当孩子想起身让座的时候，你却用眼神
去制止他。你的这些表现是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的一
部分，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一刀刀砍去孩子的爱心，而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自私的种子。

第三大错：善意的谎言

孩子一旦明白说谎就可以不挨揍、不挨骂，或者可以让皮肉
之痛迟一些来临的时候，他就可能慢慢变成说谎专家。小孩
子说谎都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我们说实话可以得到实惠，那
谁还愿意冒险去说谎呢？很多的孩子都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大
人可以说谎，而小孩就不能呢？小孩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发觉了大人是经常说谎的。我们给孩子的解释往
往在辩解说我们的谎言是善意的。但对孩子来讲，善意的也
好，恶意的也罢，那都是谎言！

第四大错：杜绝冒险

孩子要下河游泳，成人不是教会他怎样在水中保护自己，而
是简单地拒绝理由当然是危险。孩子要登高也不被允许，当
然也是由于安全的原因。

孩子都十多岁了，还不敢一个人到门口去买东西，因为大街
上是危险的'。不会自己削苹果，因为刀子是危险的。二十岁
的孩子还不会开火做饭，因为煤气是危险的。

是啊！现在的社会有些乱，出门有危险，在家也不安全。但
就这样一直抱着，他们又如何能长大呢？一点点危险都不能
经历的孩子肯定是平庸的。危险处处存在，躲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关键是要教会孩子识别危险，处理危机。

第五大错：不遵守法规功德

孩子自己过马路很少会去闯红灯。孩子骑车也会规规矩矩地
在自行车道里行驶。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背红灯停，绿灯
行的口诀。可是当他们跟父母一起上街的时候，总是被大人
拉扯着不走人行横道，不走地下通道，也不走人行天桥，而
是翻栏杆、横穿马路。大人的借口是我忙，赶时间。殊不知
这一刀让孩子体会到：规则是可以不遵守的，自己的利益大
于规则的严肃性。很多人开车时带着孩子，脑子里没有交通
规则，眼睛里没有交通标志，在街上横冲直撞，非得看到警
察叔叔才收敛一些。这就教会了孩子：人治大于法制。在法
规的执行者看不见的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意践
踏法规。

第六大错：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古人云：勿以恶小而



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不愿意带着孩子去为灾区捐献衣物，因为我们交过税了，
那是政府的事。我们不给街角的乞丐一点施舍，因为他们肮
脏。

当孩子想给交不起学费又体弱多病的同学捐款时，你问，是
不是学校规定必须这样做的？还会问，规定最少捐多少？你
在一点一点砍去孩子善良的本性。买东西时别人多找了钱，
你拖着孩子快速离开。同事得罪了你，你指使孩子偷偷拔掉
他自行车的气门芯。家里做饭少几棵大葱，你不去找邻居借，
而是叫孩子到走廊去拿几根。你又一点点地在孩子身上播种
着恶行的种子。

第七大错：不热爱大自然

在公园游玩时你带着孩子去攀枝摘花。离开的时候，孩子要
带走垃圾，你说不用管，有清洁工干。为了让孩子高兴，违
反规定向笼中的猴子投喂食物。喝完饮料，你随手扔瓶子，
抽完烟，随地扔烟头。孩子的天性是热爱自然、喜欢动物的。
我们却当着孩子的面杀掉了他喜欢的鱼，杀掉了他喜欢的鸡
鸭。让伤心的孩子再也不愿意吃这些动物了。

我们在劝说孩子的时候用的是万物为我所用的逻辑。告诉孩
子的是为了人类自己的生存，可以戕害一切生灵。

第八大错：重机械结果不重视创新

我们可怜的孩子在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已经不懂得什
么是创新了。当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因
为自己工作的劳累而懒得回答，或许因为他问的问题已经超
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而敷衍。我们惯用的伎俩就是：等你长
大了就懂了！这个不要求掌握，你记住就行了！这个是不会
考的！没有为什么！等等自以为聪明的说辞。殊不知这会让



孩子慢慢变成考试动物，脑子机械化了，不会思考了。几十
年应试教育的恶果，使我们在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首先
考虑的就是它的升学率。不管学到了什么知识，只要能上清
华、北大就好！

第九大错：盲目攀比诱发嫉妒心理

孩子小的时候总会毫不掩饰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的欣赏，
会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喜爱。孩子告诉家长某某同学多么
优秀时，家长总是拿孩子的短处跟他崇拜的人比较，要么说
看人家多聪明，多努力啊！哪像你这么懒！要么说要向他学
习啊，给父母争光！这种批评式的比较很容易挫伤孩子的积
极性，影响孩子的自尊心。

最初，孩子会说：我要比他还棒。可当一次次地超越不了自
己欣赏的对象，又被父母奚落之后，孩子那良好的欣赏的心
态就会变成糟糕的嫉妒心了。嫉妒，这个人生的一大公害就
被天真的孩子学会了！

第十大错：不能正视竞争

竞争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将失去向
上的冲劲儿。人都是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中生存的。人类本身
就是在动物的竞争中优胜出来的，所以人天生就有竞争意识。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是，失败者要学会握着优胜者的手
真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我们都可能会在单位被同事超越，在生意场上被对手打败。
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客观地分析失败原因，争取下次胜利，
更多的是找客观理由，辱骂竞争对手。别以为你的孩子还小，
听不懂大人的事情。他已经从你的身上学会了仇恨超越他的
人。我们每个做家长的人都应该反思。在我们指责社会的不
公，指责教育的失败、指责别人道德沦丧的时候，我们自己
又是在怎样培养孩子？收起你手里的刀，让我们的孩子能够



健康茁壮地成长。保留他们天生的优良品质，给社会以希望。

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巧篇四

人们常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本有趣的书，要想读懂这本书并不
容易。只有爱他们的人才能读懂。每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环境，他们性格特点不同，发展
水平不同，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作为教师，应善于发现幼儿
的差异，捕捉幼儿的闪光点，利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尊重和理
解幼儿。

我们班有一位叫佳佳的小朋友，第一天来班上时，她一直拉
着姥姥的手不放，恋恋不舍地说："姥姥，早点接我，早点接
我。"在我的劝说下，佳佳满眼含泪地松开姥姥的手。佳佳的
姥姥在临走前，悄悄地对我说："佳佳的鼻子不好，要靠嘴来
呼吸，吃饭时要用嘴一边呼吸一边吃，这样吃饭的速度就较
慢，她害怕老师批评、指责她，所以一直都不爱上幼儿园，
听了这些话，我开始留心注意佳佳。在活动区游戏时，佳佳
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于是我走过去，轻轻问她："佳佳，你喜
欢玩什么?"她说："我喜欢看书。""老师和你一起看好吗?"佳
佳高兴得点点头，于是我和她一起看起书来，开始是我讲，
讲着讲着，佳佳也不由自主的讲起来，我高兴地说："佳佳，
你好棒呀!能自己看书讲故事，你愿意把故事讲给小朋友听
吗?""愿意"，于是我叫了好些小朋友来听佳佳讲故事，佳佳
很高兴，讲得也更起劲了。

午餐时，为了减轻佳佳进餐的紧张心情，武老师给她少盛了
一些饭菜，可是当一部分小朋友吃完饭，离开座位后，佳佳
哭了起来，我忙走过去，问她：“佳佳，你怎么啦?”“我吃
不下”，“佳佳，别着急，你瞧，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来，
我帮你!”佳佳在我们的耐心帮助下，终于把饭吃完了，尽管
她是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但是我们没有批评她，反而给她以
鼓励，以信心，帮助她逐步克服紧张、自卑的心理，逐渐培
养她进餐的良好习惯。



第二天，佳佳和姥姥一早就来到幼儿园，姥姥手里还拿着几
本书，她对我说：“李老师，太谢谢你们了，佳佳以前不愿
意上幼儿园，可今天一早说，姥姥，我要上幼儿园，快，咱
们别迟到了，我要讲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呢!老师还夸我故事讲
得好呢。”望着佳佳姥姥高兴的样子，我也会心地笑了。这
一切对于一位幼儿教师来说，虽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对
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却是多么重要。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孩子们都有一颗敏感而细腻的
心灵，教师善于发现孩子闪光点，尊重幼儿的兴趣，帮助幼
儿成功地表现自己，就会使幼儿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快乐，
从而促使幼儿健康发展。

--------

星期一早上，我一早就来到教室，看着一个个孩子高兴地入
园，心情特别好，他们的笑容就能给我带来好心情。但有一
个小魔王却能把我的心情从高山带到低谷去，那是我们班上的
“调皮大王”王路平，平时他总有使不完的精力，每天爬高
爬低，把玩具扔满地，还会在上课的时候发出尖叫声，就是
他所谓的动听歌声。我对着他可是苦恼极了，不知该如何让
他乖乖地坐着上课。所以，每一天的好心情一遇到他的捣蛋
就会变成坏心情啦。

王路平来到幼儿园，他像往日一样，跟我说声老师好后，还
拉着我讲他星期天的开心事，说到高兴时还要亲着我来说。
我边听心里期盼着他今天能乖一点，别惹什么麻烦。王路平
讲完后，走回位置坐了下来。

小朋友们都在玩玩具了，王路平却坐在我的身边，一会问我
渴吗?一会问我累吗?渴了给我斟水，累了给我捶捶背。我心
里想：今天王路平真好!上课了，我发现王路平的脸蛋红红的，
但眼睛却认真地看着老师，还积极地举手，没有唱他的动听
歌曲，也没有捣乱，我一连在全班幼儿面前表扬了他两次，



他非常高兴。我心里特纳闷的。下课后，我走到王路平身边，
摸摸他的头，老天啊，好烫啊，我明白了，原来王路平发烧
了，难怪今天这么安静，他是没啥力气动来动去了。

当王路平妈妈来接他去看病时，王路平不愿走，他对妈妈说：
“老师今天表扬了我两次哦，我不走，我还要表扬!”我鼻子
一酸，抱着王路平说：“王路平乖，你回来后老师还要表扬
你!”王路平这才听话地走了。

这是一个渴望被老师表扬的孩子，因为他平时给老师与小朋
友添了麻烦，我没办法看着他的捣乱来赞扬他，但是，当孩
子生病了，却表现得那么讨人喜爱。这是我的疏忽。

晚上，王路平妈妈打电话来对我说，王路平愿意天天生病，
我想对王路平说：“老师愿意天天找到你的优点，天天表扬
你。”

教师和孩子谈话过程中有哪四个技巧篇五

那是一个和熙的春天，我和8岁的儿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悉尼。
尽管来之前我也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阳光海滩城市，但我们
真的到达悉尼的时候，仍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城市比我想像的
还要完美。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就把儿子送到离住家公寓不远的公立小
学去读书。

校园里一片宁静，几棵参天古树把澳洲耀眼的阳光和蓝天白
云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一片绿荫下的几栋木头房子，就是
学校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就像是上个世纪的遗迹。学校操
场由软木屑铺就，教室和办公室的地板是红漆木的，石头砌
成的学校大门上有石刻的校
名marrickvillepublicprimaryschool（1895）。



校园里听不到朗朗读书声，孩子们随便地坐在教室里，像中
国幼儿园里的小班―样，老师在中间，孩子们围坐在小桌子
旁。教室墙壁的四周，贴满五颜六色充满稚气的儿童画。上
课时，学生们可以随意问老师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
有的学生还走来走去。老师告诉我，学校早上9点半上课，下
午3点放学。每节课40分钟，中间休息20分钟，周六周日不上
课。中午在学校里吃午饭，可以自己带，学校的小卖部也能
买到热的汉堡包和三明治。

从那天起，儿子每天到那里上课去了。没有教科书、没有教
学大纲、没有家庭作业、没有各种考试，连期末考试也没有。
黑板上写满了国际音标和拼写的单词，但是从来不要求学生
听写、默写，单词也不硬性要求背。以至于儿子从三年级升
入四年级时，只会看和听，不太会写，甚至有时竟然拼不出
一个完整的较长的单词。在国内的同龄人能写出漂亮的作文
的时候，儿子竟然不知道英语的星期一、星期二怎么写！这
是什么教育！他在中国小学上了三年，成绩中等，在这里竟
然数学成绩全班第一！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望子成龙的我经常到学校去观察，但我
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书包（里面放一
瓶水、一个汉堡包）欢天喜地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阵
阵忧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国家靠什么来支撑，它的
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在人生的最宝贵的阶段，让孩子们
完全放松地玩，基础教育怎么完成？高中和大学怎么胜任那
些高难的课程？我越来越感觉到，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那个别
墅一样的学校去上学，好像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
我不信任的人去保管。

这时候的我，更加怀念中国教育的种种好处。我似乎现在才
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能在国际上屡屡拿奖，为什么出国
留学的学生在世界名牌大学里可以轻松地名列前茅，可以轻
而易举地拿到奖学金。原来国外的孩子是这样上学的。在国
内，我孩子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换了4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



让人觉得好像知识的重量在增加，家长心里就感到特别踏实。

不知不觉一学期过去了，儿子的英文口语倒是长进不少，可
以自如的和同学老师交流了。这段时间，我也发现了一些新
的变化。他放学以后也很少直接回家，而是直接去图书馆，
在里面折腾半天，经常背一大包书回来，问他借这么多的书
回来干什么，他说是作作业。

于是我声色俱厉地问：这是谁出的题目？儿子告诉我是老师。
他说，老师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同学们
都来自不同的国度，都有自己祖国的文化和语言，这次的作
业是叫每个同学写一篇自己祖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的文章，
然后分析自己的文化和澳大种亚文化的差异，最后还要说明
自己的看法。

一个星期以后，儿子的作业做完了。我看到打印出来的是一
本十几页的小册子。一翻，里面的内容可真的不少！从五千
年前的中国象形文字到今天简化汉字，从九曲黄河到长城内
外……好一篇热闹的作业，相信这是儿子花了很多时间到图
书馆里找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最后，列出了参考目录，说明
他所知道的祖国文化是从哪几本书参考来的。

在澳大利亚的教育下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尽管没有固
定的教程，没有周密的教育方案，在这个别墅里学完一年后，
我惊喜地发现他学了一些在中国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从那次作文开始，儿子已经学会了自己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个
又一个天大题目的作业，他不仅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里用计
算机作作业，查找各种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快速地找到有关
的录像带，还知道哪样东西到哪里去找。而且，他已经善于
去钻研他不懂的东西，很少问大人，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
案。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儿子的变化，使我对西文的教育
慢慢产生了一点好感――我的儿子适合这里的教育！他生性
活泼好动，在中国，他对那种填鸭式的教学很反感，常常用



各种小伎俩来对付严格的老师。而在这里，他是班上最聪明
的孩子，他头脑灵活、心灵手巧，不管是做手工还是绘画，
他比其他小孩更能赢得老师的称赞。他在这里才是完完全全、
充分地拥有了自我。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和澳大利亚的教育到底谁是谁非？哪里的
教育对孩子们更有利？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找了儿子的老师。

我向老师提出了，孩子很早就放学，能不能每天都给他们留
点家庭作业，以免他们回家后老是看电视、出去疯玩。想不
到老师说，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的天性就是玩，把
他们送到学校来的目的就应该是让他们玩，我们的教育就是
在玩中让他们增长知识。只有你们中国家长要求给孩子留作
业，别的家长来反映的，是怎样让孩子玩得更开心一点，面
对老师，我无言以对。

在澳洲，我经常看到，不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在美
丽迷人的海滩、野生动物园、植物园里，经常看到老师带着
一群学生，学生们手里拿着纸和笔，他们不时蹲下来看所观
察的对象，不时在小本上写着什么。别人告诉我，这就是老
师在给孩子们上课呢。

至于悉尼市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更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
儿子最高兴的就是背上水和面包，拿上纸和笔，到郊外和博
物馆去“玩”。

我问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比
如大量的单词（我儿子很多单词能看不能写）。”老师笑着
说，“对人的记忆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
个是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的记忆多得多的知识；
第二就是他能够综合地使用这些知识开发新的创造能力。如
果让他们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他们知识丰富，更不会让他们
变得更加聪明，还会扼杀人的创造力。”



也许这位老师是对的。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们，他们在中国
的学校里就是佼佼者，从国内的大学本科到国外的博士，他
们凭着自己的实力和学习成绩拿到奖学金，其他国家包括当
地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要搞点研究和
创造性的工作，中国学生往往没有他们那样机灵，那么富有
创造性。这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差异。中
国人从小就是填鸭式的教育，很少有自由发挥的时候，一旦
失去常规的参照，可能得到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茫然和诚惶
诚恐。

看到澳大利亚的小学生们在学校里欢蹦乱跳，无忧无虑，我
不禁想起国内的小学教育，想起小小的年纪在课堂上双手背
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一年比一年沉重的书包；想到
几岁的孩子在灯下做着那些繁重的作业；想到那三天两头的
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