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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言

每个老师应该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 怎样教出好学生? 教出好学
生，是作为教师的成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教出好学
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好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怎样教出好学生，的确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不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 “好学生”概念的重新思考。 “好学
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什么是 21 世纪的 “好学生”? 在中国，

这个问题甚至比“怎样教出好学生”还重要。尽管 “素质教育”已经
提出多年，但绕来绕去都难逃目前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弊端———分数，如
果一个学生在分数上不能名列前茅，无论他其他方面如何，都难以被看
成是“好学生”，会念书，会考试，分数高就是 “好”学生，与此相
对，只有和能够取得高分数相关的素质和能力才可以算的上是 “好”

品质。

当别人的教育体制正在以开放的视野和胸怀为社会输送多元化人才
之时，我国的教育还停留在追求学生 “性格稳重，思维敏捷，成绩优
异”阶段。我们的教师首先应该思考 “好学生是什么样的”，其次才是
“怎样教出好学生”。不过，多元化并不意味着 “好学生”失去标准，

我们认为，“好学生”这个标签在中小学阶段是有正面价值的，对学生
而言，它有示范与激励的作用; 对教师而言，它提供了方向与内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立足于对“好学生”标准的重新审视，把 “好学生”看成是
成长中的人、有个性的人，而不是考试机器、顺从成人意愿的孩子。因
此，本书更多的篇幅着眼于教师对学生的素质塑造。期望教师们以宽广
的胸怀、面向未来的眼光，去教“好”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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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好学生是什么样的

2002 年 2 月 23 日是一个风和日丽、春意浓浓的星期六。北

京动物园内异常热闹。下午 1 时 10 分左右，动物园熊山内突然

传来狗熊“嗷、嗷”的嚎叫声。只见随着水泥地上冒起的一股股

白烟，两只大黑熊躺在地上打起了滚。就在围观人群一阵骚动

后，一名手拎食品袋，戴着眼镜的男青年急匆匆地挤出人群向熊

山外溜去。

“抓住他，就是他给大黑熊投的毒。”喊声未落，这名男青年

撒腿就向动物园内狮虎山方向跑去。正在附近巡逻的动物园派出

所民警、动物园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场的群众围追堵截，将

这名男青年抓住，带到了动物园派出所。

经警方审查，男青年叫刘海洋，北京人。据刘海洋交代，因

父母离异自己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1998 年，自己幸运地考入了

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已经通过

了学校研究生考试。

对于为什么要残害动物，刘海洋说: “我曾经从书中看到过

熊的嗅觉敏感，分辨东西能力特别强。但人们又总说 ‘笨狗熊’，

所以我就想验证一下狗熊到底笨不笨。”2002 年 1 月 29 日，刘海

洋用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饮料兑上从学校实验室偷到宿舍的火碱来

到了动物园。他假意投喂黑熊并将掺有火碱的饮料倒向正在与游



客戏耍的黑熊，看到黑熊被烧得满地打滚，嗷嗷乱叫，侥幸逃脱

的刘海洋并没有感到满足，而是又酝酿着下一次行动。

2 月 23 日中午，刘海洋用一个白色纸袋装着两瓶饮料和一个

平时喝水用的 500 毫升硬塑料杯，从一家化工商店花 8 元钱买了

一瓶硫酸，分别兑进了随身携带的饮料和塑料水杯内，而后乘公

共汽车来到了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王保强说，从 1 月 29 日至 2 月 23 日，北

京动物园先后有 3 只黑熊、1 只马熊和 1 只棕熊受到了刘海洋所

泼的火碱或硫酸的残害。这 5 只熊有的嘴被烧坏，进食困难; 有

的四肢被烧，无法行走; 有的前胸、背部、臀部被烧坏，失去了

正常生活的能力。“23 日受伤的那只黑熊伤势最重。它已被硫酸

烧得双目失明，舌面整个被灼伤，粘膜脱落，口腔及上腭被烧

坏，而且喉部和气管都有可能也被烧坏了。”北京动物园熊山饲

养员陈青山说。

如果按照学习好，考上好大学就是“好学生”这样的标准来

衡量，刘海洋一定可以算得上是位 “好学生”。事实上，自幼父

母离异，由普通工人的母亲一手扶养大的刘海洋，因从小生活简

朴、刻苦好学，从小学到大学的确一直是老师和学校公认的优秀

学生。但就是这个“好学生”却拿了硫酸来泼熊。刘海洋伤熊事

件一度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评判好学生标准的质疑: 到底什么样

的学生是好学生?

本节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好学生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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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第一节 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中，好学生一定是那些 “考试成绩优秀”、
“遵守纪律”、“循规蹈矩”、“老实听话”的学生，孩子的分数只有名
列前茅者才被广大家长所接受，学校许多老师也都这么认为。而那些思
想活跃、性格开朗、遇事肯动脑筋、常有自己的看法 、爱提意见的学
生是很难被称为“好学生”的，学校评选 “优秀学生”时，他们也很
难评上。

那么，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成绩、品德、行为、体质、能力还是
特长? 正因为学生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我们对每个孩子的要求也应是不
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孩子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标准，把孩子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高作为教育追求的目标。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思考两个问题: ①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农民谁优
秀? ②一斤肉和一斤青菜哪个更有营养? 显然我们都不会武断地下最后
的结论。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 科学家和农民各有所长，只要他们所
做的一切能对人类有贡献、有帮助，他们都是合格的地球公民; 同样，

青菜和肉只要没受污染，人们都可以食用，都是有营养的。所以说，合
格的、符合标准的、人们所认可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至于哪个更优
秀，实在难下确切的结论。就像肉类，它的能量肯定比蔬菜要高，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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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含量可能就不如蔬菜了。各人有各人的长处，各人也有各人的薄弱

点，我们绝对不能产生因为某人具备某一特长而贬低他人的想法。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往往否定成绩刚及格的学生，有的学校、老

师甚至把考试成绩刚达到合格标准的学生定为差生，要给他们补课。我

们的学校、老师、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否苛刻了一些? 追求优秀本身并

没有什么错，但是就在追求优秀的同时，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却出现了很

大的偏差。我们以剥夺孩子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代价，让他们去做他们

不喜欢的事情，来达到所谓的共同目标。当所谓的培养优秀学生的大旗

驻进校园，当学生所取得的合格成绩一旦被排斥，学生的自由就没有

了，他们成为物化了的机器; 老师的工作量加大了，他们成为不知疲倦

的知识小贩，对学生的温柔与热情没有了。最后，学生的分数提高了一

些，但是学生的体质、思想、行为都不合格了，兴趣爱好都没有了，童

心也泯灭了，综合素质大大下降。教师也是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而所谓的优秀学生，从高校反馈的情况来看，为数不少的学生进入

高校后，学习态度钝滞，学习状态欠佳。当年高考前的拼搏精神 “退

役”，当年考场上的雄风不再。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新一轮课改其

实就是冲着培养合格的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来的，它旨在培养

全面发展、健康而又有个性的人才。

好学生是否有一个评判标准呢? 下面我们来看这样一种好学生的

标准:

有人说: 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好学生，作为老师，我也承认

我也喜欢那些成绩优秀，学习刻苦的学生。虽然说学生的天职

是学习，但不等于说学习好就是判断好学生的唯一标准。我曾

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市推选的 17 名优秀学生顺利地通

过政治、演讲、音乐图画、体育等顶测验，但是主考者又出了

两个学生们意想不到的试题，使之几乎 “全军覆没”。一是在

考场门口随意乱放一把扫帚和一块脏抹布，学生们都在上面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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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进跨出，无人理睬。二是给每个学生都发了草稿纸、铅笔和刀
片，同学们在削铅笔时，除了有 3 个同学把铅笔屑削在纸上
外，其他同学都削在桌上、地上。这说明在新的教育理念下，

不能只重视知识教育，而要特别重视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

因此，学生能否称之为 “好学生”，我认为不能仅以学习
成绩来论，应该有很多标准: 学习成绩优秀是好学生，各种竞
赛榜上有名是好学生，校运会上夺得冠军是好学生，科技小制
作创新者是好学生，演讲比赛优胜者是好学生，尊敬师长是好
学生，团结同学是好学生，讲究卫生是好学生，热爱班集体是
好学生，专心听讲是好学生，认真完成作业也是好学生等等。

也就是说: 一个学生只要身上有一处闪光点，那么，它在这一
方面就是一个好学生!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 “在每一个学生的
心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一种渴望，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
秀。”然而，天生优秀的学生实在太少了。相反，那些不断努
力，不断完善自我，努力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的学生数不胜
数。他们时刻迸发着进步的火花，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每一个进步成长的学生。

因此，在我的眼中，好学生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但他一
定是全面发展的; 在我的眼中，好学生不一定是最听话的，但
他一定是爱憎分明的; 在我的眼中，好学生不一定是长得最漂
亮的，但他一定是衣着得体，朝气蓬勃的; 在我的眼中，好学
生不一定是死钻牛角尖的，但他一定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如果一定要我说，我眼中的好学生是什么样的话，那就是:

善于反思自己的过去，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努力改正的; 能
够不因为现在的成绩差而自卑，并努力学习的; 与人为善，乐
于助人的，深深的爱着自己的母亲和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些
学生都是好学生，是值得我以及全体老师为之而自豪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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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相信孩子的潜能，并树立孩子的自信，是成功的基

础，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学生，都把他当做好学生来教育，当

学生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们有时会抱怨: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学生

啊。这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来说，都是降低信心的暗示，教师要学会

坚信学生是有缺点的好学生，而不要认为他们是有优点的坏学生，如果

能用这种心态来教育，我们就是成功者。

一个对这个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孩子，当他走进被称之为学校的地

方时，一个被尊称为老师的人当众挖苦他，当众宣布他比别人笨，他怎

么会有勇气走人生的路? 就像所有人都有缺点一样，哪个人没有优点?

老师最神圣的职责恰好应该是发现每一个学生的优点并且当众告诉他什

么地方行。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我们要让学生不断在自己的世界

里创造和发展，而不是摧毁尚未成熟的世界。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小学老师叫麦琪，是学期中间调到一个学校

的，校长要她当 4 年级 B班的班主任。校长告诉她说这个班级

的学生很“特别”。

第一天走进教室，麦琪先被吓了一跳: 横飞的纸团、架在

桌子上的脚、震耳欲聋的吵闹声……整个教室活像混乱的战

场。麦琪翻开讲台上的点名册，看到上面记录着 20 个学生的
IQ ( 智商) 分数: 140、141、160……在美国，学生入小学都

要测试智商，按智商分快慢班。正常人的智商在 130 左右。麦

琪恍然大悟: 噢! 怪不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头，原来小家伙们个

个都是天才! 麦琪为能接手这么高素质的班级而暗自庆幸。刚

开始，麦琪发现很多学生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也是潦草不

堪，错误百出。麦琪找孩子们单独谈话。“凭你的高智商，没

有理由不取得一流的成绩，你要把潜力发掘出来。”她对每个

学生这样说。

整个学期里，麦琪不断提醒同学们，不要浪费他们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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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才智和特殊天赋。渐渐地，孩子们变得勤奋好学，他们的作业
准确而富有创造力。学期结束时，校长把麦琪请到办公室。
“你对这些孩子施了什么魔法?”他激动地问，“他们统考的成
绩竟然比普通班的学生还好!” “那很自然啊! 他们的智商本
来就比普通班学生要高呀，您不是也说他们很特殊吗?”麦琪
不解地问。
“我当时说 B 班学生特殊，是因为他们有的患情绪紊乱

症，有的智商低下，需要特殊照顾。”
“那他们的 IQ分数为什么这么高?”麦琪从文件夹里翻出

点名册，递给校长。
“哦，你搞错了，这一栏是他们在体育场储物箱的号码。”

原来这个学校的点名册，在一般学校标智商分数的地方，注的
是储物箱号码。

麦琪听了，先是一愣，但随即笑道: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
己是天才，他就会成为天才。下学期，我还要把 B 班当天才
班来教!”

从以上的例子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 “好学生”是一
种现实存在，也是人们的期望。人是有差异的，总会有一部分人由于天
赋或努力，会表现得更好; 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是有差异的，我们又难
以用某种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学生，这种观点要求我们把每个学生
看成是“好学生”，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

关于“好学生”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以往的
标准应该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好学生”的标准应该更多
元。但另一方面，过分的多元又会导致标准的丧失，使 “好学生”这
个标签失去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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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变革我们的好学生观

随着教改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虽然高考制度的存
在让人们对分数仍旧很看重，但人们心中的 “好学生”和以往有了很
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老师们是怎么看待“好学生”这个概念的:

宋老师:

当自己还是学生时，以为只有成绩最棒，才是老师心目中
的好学生。轮到自己成为老师了，心中的 “好学生”标准发
生了变化: 孩子不必过分看重成绩，学习也好，生活也罢，每
件事情会努力，认真去做了，这就是好学生。好学生还应该是
阳光的，充满自信的，有爱心的。

胡老师:

只要有一好就是好学生，不要把某一方面差的学生当成
差生。

徐老师:

好学生首先是一个健康的学生，这里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其次是好学的、上进的，第三是有爱心的，第四
是应该至少有一个特长或业余爱好的。总之，在我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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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好学生的标准是: 健康、好学、有爱心、有一定特长。每个孩
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在评价学生时，既要注重共性，又要
关注孩子的个性。

付老师: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应该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而
与时俱进，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好学生的标准也应
该是多元的!

第一，德是首要的，好学生应该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

能与人合作共处，并有爱心和宽容心的。第二，就能力而言，

作为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会学习的人，掌握一
定学习方法的人。第三，我觉得一个学生在具备了良好的德和
能的内在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是一个能付诸行动的人!

吕老师:

我认为对好学生的评价包括知识、技能、情感、身体、心
理等各方面的素质都要均衡。

陈老师:

我认为一个好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在集体中能多为别人考
虑，多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的
缺点。

张老师:

如果班内有 50 位学生，我们至少应该用 51 套标准去评
价。好学生的评价标准不是唯一的，好学生不可能十全十美，

我们的教师要有这种理念，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从如上老师们的讨论来看，老师们也不赞同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学
生。但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往往不自觉地对学习好的学生偏爱有加，

让同学们和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了错觉。让我们来读读下面这个故
事吧。

11



笑茵的班会

课前的 5 分钟讲演，班上一个叫笑茵的学生讲了自己竞选

班委的一段经历。

笑茵说，她不怕挫折，有心理适应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竞

选班委的事件上。笑茵说，在班上她学习成绩第一，各项活动

积极参加，但有一些同学却嫉妒她，选举时，不投她的票，结

果她落选了。开始的时候，她十分伤感，为这次竞选的失败，

但静下心来，觉得没有什么。她发现那些竞选上班委的同学，

都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们有些地方还不如她，可凭人缘好，

就上去了。对此，笑茵不屑一顾，觉得搞人际关系不是真本

领，于是，她就决定这样独来独往下去。笑茵的想法是: 我行

我素，有什么不好? 精通人际关系，是 “小人”的伎俩和招

数。这样一想，她就理直气壮了。以后，她再也不竞选班委

了，只一门心思地练就她认为的真正本领———学习文化知识和

相应的技艺，如书法、舞蹈等。

“你认为同学们认可你吗?”

笑茵走下讲台时，老师问。她摇摇头。

“他们觉得我怪，我骄傲。”笑茵嘟着嘴说。

“大家都孤立你，你还心平气和，愉快吗?”笑茵将嘴巴

噘得高高的，不再说话了。

老师走上了讲台，说: “笑茵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这不

容否定，她文章写得好，歌唱得好，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又看

了好多书……如此发展下去，将来，笑茵会是个很有才华的学

生。但实话实说，笑茵，你快活吗?”

笑茵头低得更深了。

“沉默代替了回答，笑茵不快乐，因为她的价值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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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同学们的认可，她孤独，因为孤独，她更多的时候是茫然

无措，如此发展下去，将来笑茵势必愤世嫉俗，也许还会产生

心理障碍。”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 这太可怕了。”笑茵急得眼睛都

有泪花了。看着笑茵，看着讲台下众多学生们期待的目光，老

师讲了“才华”和“才能”的转变逻辑。

一个人文章写得好，是才华; 舞跳得好，是才华; 歌唱得

好，是才华; 字写得好，是才华……但这些才华不等于才能，

才能是将才华应用于现实的一种能力，服务于社会，这是

关键。

如果你才华盖世，如莫扎特、贝多芬，如李白、李清照，

如梵高、毕加索……那么你也许不必去过多地用心思将你的才

华展示给世人，因为盖世的才华本身就是超能力的。可在其他

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也得食人间烟

火。因为，人群认可了你的才华，那才是有用的才华，才华被

认可了，那就是才能了。这就是 “才华”向 “才能”的转化

的正附加值。只有才华被周围的人所认可，你才有施展自己才

华的天地。

第二天，笑茵的母亲笑盈盈地来到学校。“老师，你们昨

天那个班会开得太成功了，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误的笑茵，第

一次对我说: ‘妈妈，我希望自己是个有才能的人，而不单单

是个才华的人。’”笑茵的妈妈还说，笑茵还同她一起探讨了

很多怎样与人交往、与人相处的事宜。

从笑茵的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以往的 “好学生”标准偏重于 “才

华”，对“才能”方面有所忽视，所以才有那么多 “高分低能”的学

生。幸好笑茵的老师心里很清楚，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学生，所以

他能为笑茵指点迷津，让她走出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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