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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读到梁启超先生一篇谈论教育的文章，文中有这样

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

育为唯一的趣味；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到有趣味，我劝

他立即改行。”我认为，梁公的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些，却也道出了

教育的神圣和它的特殊性———教育是一项得全身心投入的事

业，而一个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的人，它肯定会感

受到教育的“趣味”。当年轻朴实而充满书生气的杨和平老师走

进我的办公室，把他的书稿郑重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时，我的直

觉告诉我，这是一位沉浸到教育“趣味”中的人。

展读之后，我很快融入到这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教育故事中，

看到了他拳拳的爱心、绵绵的耐心、孜孜的恒心，看到了他随机

而生的教育机智和精思竭虑后的策略，看到了他的学生由此获

得的进步成长。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教师是否善于在儿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过程中，在游

戏、参观、课外休息时观察儿童，以及怎样把观察的结果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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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施加个别影响的方式或方法。”读着他的书稿，我的理性

告诉我，这是一个有着良好素养的教师。

教育即细节，教育即日常。这是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体

会。一个教师如果能始终关注、研究并利用好每个教育细节，努

力地去做好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他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的。读完这本书，杨和平老师优秀的教育品质也印在了我的脑

海里。我欣然抬头，窗外，岁末的阳光亮灿灿地照在绿油油的樟

树上。我想，只要有爱心和责任感，教育焕发出的必然是太阳般

的光辉。

于谦诗云：“清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教育是一

项永恒的事业，教育每一天都是新的，因而教育是一项需要永远

探索的事业。我希望年轻的杨和平老师在神圣的教育征途上继

续探索下去。有耕耘，必有收获。不断耕耘，当收获连连。

安徽省宣城市教育局局长　杨邦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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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精品教育文丛》是由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发展中心精心组

织，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协作编写，面向中小学教师出版的

丛书。

教育的责任在于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出色的接班

人，教师的责任则在于造就出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学生。《精

品教育文丛》，从教育理论与实践出发，汇集了八位工作者在中

小学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多年的心血，从不同的角度阐

述了教育教学的真谛。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本书从信息网络技术在我们

学习、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出发，阐述了作者在网络环境下的教学

思想；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本书从如何更好的开发人的

潜能和智慧出发，阐述了运用及转化知识为智慧能力的教育

理念；

《课堂点睛：语文教学设计》：本书系统描述和解读了教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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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并针对教育教学研究中的困惑，提出了思考

和应对的策略；

《工作智慧：班主任成长记录》：本书记述了班主任对课堂的

思考，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收获和对其他老师的感恩之情；

《超越梦想：语文考试与评价》：本书收录了作者对语文高考

和中考进行思考的研究成果，表达了作者致力于改进考试的

信心；

《兴趣始成：让学生爱上语文》：本书以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教

育故事表现了一个老师的教育机智和策略，学生由此获得的巨

大成长；

《广阔深处：新课程实践实录》：本书记录了教师学习和实践

新课程的心得，对教育管理的思考、发展，对当前教育现象和问

题的看法；

《追求卓越：语文创新思维》：本书系统全面的探索了在中学

语文学习中培养创新型思维的方法和途径。

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师们起

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我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成书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谅解！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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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想》中寻找理想的教学境界

　　课程整合的一种模式

　　面对同样的生命

　　寻找不规范用语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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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学生写张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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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花拳绣腿

　　不要开空头支票

慧心

　　我给学生打电话

　　给孩子留点信心

　　美丽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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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

　　老师，别拖堂了好吗？

　　你把举起的手又放下去了

　　李友志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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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张顺涛

　　女孩王菲

　　爱爱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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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积分制作文批改法

一、提出

( 一) 无限积分制作文批改法根植于“主体发表”的现实土壤

作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常面对这样痛苦而又无奈的境地: 我

们辛辛苦苦地修改、讲评，但学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不

在意这些，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分数; 我们一再强调的问题，

帮他们一再修改的错误，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对此，叶

圣陶先生很早就尖锐地指出: “精批细改，劳而无功”。人的注

意是有选择的，学生渴望看到成功( 高分数) 的心理抑制了其他

感觉输入通道，减弱或忽视了当时不感兴趣的感觉信号，与此同

时，放大注意所集中的感觉通道，这样，就出现了“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的现象。为此，我对 200 名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

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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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统计表

一、你爱好作文的原因是什么

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60 人 一次偶然的成功 16 人 一贯爱好 4 人

二、你怕写作文的原因是什么

未被肯定过 90 无话可说 18 不知如何下笔 12

三、当作文本发下来的时候，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分数 160 评语 26 改动 14

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非常在意老师给他的肯

定，他们把获得“作文的好分数”作为学习的动力之一。《中学

语文教学》杂志曾开辟“我是怎样爱上作文的”专栏，收到了中

学生的几百篇稿件，百分之九十九的来稿说，是一次成功的作文

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产生了对作文的兴趣，有了学好作文的动

力。现实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许多老师都很吝啬自己的分数，用

过高的眼光要求学生，不愿给予肯定和表扬。很多学生在与我

谈话时说: 他们怕作文，觉得写作文没有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们

的作文从来都没有及格过。长期的低分政策使学生认为: 反正

作文是得不到好分数的，努力不努力一个样，这使多数学生怕写

作文。“牛不喝水强按头”，作文只有教师的积极性，学生被动

应付，缺少应有的兴趣，把作文当作“苦差事”，说“作文作文，叫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