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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Preface

走向善的桃花源

“忽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渔人甚

异之 ；复前行 ，欲穷其林 。 林尽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

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 。”这就是陶渊明笔下迷人的桃花源 。 它给人无限的

遐想与神往 ，让有心人不断地去追寻 、去创建 。 因为这般绝世美好 ，所以

“桃花源”便就成为理想 、美好 、幸福的一个完美代名词 。

“善的教育”是青岛嘉峪关学校在经历了“传统道德启蒙教育”和“爱

与责任教育”专题研究之后 ，提炼概括出的学校教育特色 。 它积极主动

地顺应了 ２１ 世纪新时代对小学教育的迫切要求 ，生动鲜明地体现了

２００１年新课程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小学教育的主流价值观 ，具体深刻地

展现了学校办学的根本价值追求 ，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区 、市两级教育

局与广大家长朋友的大力支持 。

在小学教育应以善为本的这种核心价值的指导与引领下 ，嘉峪关人

不断学习 、追求 、探索 、思考 、建构 。我们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对善的强调 ，通

过问善 、寻善 、行善这 ３个主要阶段 ，探索性地开创了善的教育 ，将善的颗

颗美好种子撒播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期待着生根 、发芽 、成长 。

问善 　什么是善 ？ 枟说文解字枠曰 ：“善 ，吉也 。”小篆“善”从羊从誩 ，羊

于中而双言于下 ，其本义作“吉”解 。羊性温驯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素被视

为吉祥动物 ；二言乃竞说也 ，相互道祥和 。故而 ，“善”作“吉”解 。从“善”的

造字来看 ，人们还认为做人应该是诚实的 ，心口如一 。除去上面的“羊” ，

“倒八字” 、“一” 、“口” ，就像是笑眼对人说话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并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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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话心口如一 ，这便是善 。由此可知 ，善就是吉利 、吉祥 、美好 。

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 ，善的意义十分丰富 ，且至为重要 。 在孟子

那里 ，善是一种至高的人生追求与理想境界 。 枟孟子 · 尽心上枠曰 ：“穷则

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继而 ，枟小戴礼记 · 大学枠强调真正的教育在

于追求至善 ，开篇即曰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

从“善”的造字和儒家典籍中 ，我们理解了什么是善 。 虽然我们很难

把“善”描述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 ：善就是指那些值得我

们不懈追求的吉祥 、向上 、美好的东西 ，以及为了达到或实现这些美好所

生成的意念 、想法 、主张与所做出的那些行动 、作为和努力 。

寻善 　带着对善的上述理解 ，嘉峪关人踏上了寻善之路 。 我们在书

中寻找善 ，知道了抗金英雄岳飞 、铁面无私的包拯 、为革命捐躯的江姐浸

透着善 。我们在歌中寻找善 ，知晓了保护公共财产的草原小姐妹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峰 、抗击洪水的战士们信守着善 。 我们在诗中寻找

善 ，理解了那些傲立于世的“梅” 、“兰” 、“竹” 、“菊”体现着善 。 我们在生

活中寻找善 ，明白了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袁隆平 、将绝大部分财富

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比尔 · 盖茨 、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 、为保护

学生的安全而献身的老师展现着善 。我们在媒体中寻找善 ，懂得了青岛

“微尘” 、“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为国家航天事业奋斗的功臣们践行着

善 。那无声的善言 、善行 、善事 ，都分明写着大大的“善”字 。

我们每一个嘉峪关人都渴望能践行善 。我们清楚 ：所有的“大善”都

源自“小善” ，起始于小善的积蓄 ，而所有的小善都蕴藏于美好的细节之

中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做好每一件事 ，那么善就会与我们

不约而至 。

于是 ，我们又用发现善的眼睛 ，继续从身边的人和事中 ，捕捉那些或

小或大的善 。蓦然回首 ，我们突然发现善是那么简单 ，善是那么容易 ，善

是那么素朴 。一句暖心的话 ，一句鼓励人上进的话 ，一句温馨的问候 ，这

些都是善 ；不大声喧哗 ，不浪费一粒米饭 ，不浪费一滴水 ，这些都是善 ；一

次温暖的牵手 ，一次真诚的家访 ，一封牵挂学生的信 ，这些当然也都是

善 ；遵守交通规则 ，车上主动让座 ，义务为城市作贡献 ，这些同样也都是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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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善的过程中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好的言语 、好的念想 、

好的行为都是善 ———善主要体现在心善 、念善 、言善和行善上 。

行善 　问善和寻善都是为了我们最终能行善 。我们发现并切身地

感受到 ：善处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我们亦能践行善 。在践行善的教育

的过程中 ，嘉峪关人形成了这样的坚定信条 ：“让健康 、仁慈 、责任 、智慧

和幸福永远伴随着我们 。”“见己不是 ，万善之门 。”“心怀善良 ，广种福

田 。”“百善孝为先 。”如此等等 。为此 ，我们制订了“教师的 N 个细节”和

“学生细节 ３０条” 。

围绕着善 ，我们在师生中开展了诸多活动 ：“诵读活动” 、“大声朗读

活动” 、“老师同上一堂课活动” 、“品格课堂的研究” 、“走在家访的路上” 、

“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 、“国旗下讲善的故事” 、“校园飘起红丝带” 、“扇

舞传经典” 、“秋日观静美” 、“我的地盘我做主” 、“童年唱红歌” 、“义卖为

北川” 、“童眼看世界” 。

围绕着善 ，我们创建了许多节日 ：置换节 、读书节 、科技节 、体育节 、

感恩节 ；我们逐渐形成了系列特色文化仪式 ：开学仪式 、放学仪式 、毕业

典礼仪式 、送别同事仪式 ；我们还创建了 “善的故事长廊” 、“诗路播

善 ———古诗长廊” 、全国第一条“尚善之路”和“音乐之路” 。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我们嘉峪关人由衷地走近了善 ，真切地感受到

善 ，成功地践行了善 ，将善内化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并处处外化于我们每

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活动和行为 。

于是 ，在善的教育的践行过程中 ，就绽放了书中那一个个美好而感

人的善的故事 。正是这些故事 ，装点了我们心中的善的桃花源 。 当然 ，

我们嘉峪关人关于善的教育的故事 ，不会止步于书中的这些故事 ，还将

继续更加生动地创造许多许多 。

愿嘉峪关人今后能将善和善的教育践行得更好 ！

是为序 。

徐学红

青岛嘉峪关学校校长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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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徐学红⋯⋯⋯⋯⋯⋯⋯⋯⋯⋯⋯⋯⋯⋯⋯⋯⋯⋯⋯⋯

口说善言
“优点‘轰炸’”的魔力 ６⋯⋯⋯⋯⋯⋯⋯⋯⋯⋯⋯⋯⋯⋯

“早上好 ！”成为风景 ９⋯⋯⋯⋯⋯⋯⋯⋯⋯⋯⋯⋯⋯⋯⋯

不说绝话 １１⋯⋯⋯⋯⋯⋯⋯⋯⋯⋯⋯⋯⋯⋯⋯⋯⋯⋯⋯

读书 ，为孩子们播下善的种子 １２⋯⋯⋯⋯⋯⋯⋯⋯⋯⋯

教孩子学会祝福别人 １５⋯⋯⋯⋯⋯⋯⋯⋯⋯⋯⋯⋯⋯⋯

教会孩子们基本礼仪 １７⋯⋯⋯⋯⋯⋯⋯⋯⋯⋯⋯⋯⋯⋯

节日的祝福 １９⋯⋯⋯⋯⋯⋯⋯⋯⋯⋯⋯⋯⋯⋯⋯⋯⋯⋯

让“谢谢”成为习惯 ２１⋯⋯⋯⋯⋯⋯⋯⋯⋯⋯⋯⋯⋯⋯⋯

诵读经典 ，善言流淌 ２３⋯⋯⋯⋯⋯⋯⋯⋯⋯⋯⋯⋯⋯⋯

问候的力量 ２５⋯⋯⋯⋯⋯⋯⋯⋯⋯⋯⋯⋯⋯⋯⋯⋯⋯⋯

用善语善言熏育孩子 ２６⋯⋯⋯⋯⋯⋯⋯⋯⋯⋯⋯⋯⋯⋯

幽默的魅力 ２８⋯⋯⋯⋯⋯⋯⋯⋯⋯⋯⋯⋯⋯⋯⋯⋯⋯⋯

在品读中进行善育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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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积蓄善的力量 ３２⋯⋯⋯⋯⋯⋯⋯⋯⋯⋯⋯⋯⋯⋯

祝福的力量 ３４⋯⋯⋯⋯⋯⋯⋯⋯⋯⋯⋯⋯⋯⋯⋯⋯⋯⋯⋯

祝福新婚的老师 ３７⋯⋯⋯⋯⋯⋯⋯⋯⋯⋯⋯⋯⋯⋯⋯⋯⋯

耳闻善音
“别拉我出队” ４０⋯⋯⋯⋯⋯⋯⋯⋯⋯⋯⋯⋯⋯⋯⋯⋯⋯⋯

“文化放学” ４２⋯⋯⋯⋯⋯⋯⋯⋯⋯⋯⋯⋯⋯⋯⋯⋯⋯⋯⋯

聆听父母的心里话 ４４⋯⋯⋯⋯⋯⋯⋯⋯⋯⋯⋯⋯⋯⋯⋯⋯

耐心听亲人的唠叨 ４６⋯⋯⋯⋯⋯⋯⋯⋯⋯⋯⋯⋯⋯⋯⋯⋯

让孩子唱响善的音乐 ４９⋯⋯⋯⋯⋯⋯⋯⋯⋯⋯⋯⋯⋯⋯⋯

雄壮的国歌 ，爱国的心 ５１⋯⋯⋯⋯⋯⋯⋯⋯⋯⋯⋯⋯⋯⋯

一曲善歌在博客上飘扬 ５２⋯⋯⋯⋯⋯⋯⋯⋯⋯⋯⋯⋯⋯⋯

在名曲中浸染 ５４⋯⋯⋯⋯⋯⋯⋯⋯⋯⋯⋯⋯⋯⋯⋯⋯⋯⋯

主动向客人问好 ５６⋯⋯⋯⋯⋯⋯⋯⋯⋯⋯⋯⋯⋯⋯⋯⋯⋯

眼收善事
电影带来的善 ６０⋯⋯⋯⋯⋯⋯⋯⋯⋯⋯⋯⋯⋯⋯⋯⋯⋯⋯

剪报体悟善 ６２⋯⋯⋯⋯⋯⋯⋯⋯⋯⋯⋯⋯⋯⋯⋯⋯⋯⋯⋯

忙碌的幸福 ６４⋯⋯⋯⋯⋯⋯⋯⋯⋯⋯⋯⋯⋯⋯⋯⋯⋯⋯⋯

让绿充盈孩子的眼 ６６⋯⋯⋯⋯⋯⋯⋯⋯⋯⋯⋯⋯⋯⋯⋯⋯

善的感悟 ６８⋯⋯⋯⋯⋯⋯⋯⋯⋯⋯⋯⋯⋯⋯⋯⋯⋯⋯⋯⋯

善的仪式的教育价值 ７０⋯⋯⋯⋯⋯⋯⋯⋯⋯⋯⋯⋯⋯⋯⋯

无言的爱 ７１⋯⋯⋯⋯⋯⋯⋯⋯⋯⋯⋯⋯⋯⋯⋯⋯⋯⋯⋯⋯

营造善的文化环境 ７３⋯⋯⋯⋯⋯⋯⋯⋯⋯⋯⋯⋯⋯⋯⋯⋯

用眼睛寻找善 ７５⋯⋯⋯⋯⋯⋯⋯⋯⋯⋯⋯⋯⋯⋯⋯⋯⋯⋯

阅读汲取善 ７７⋯⋯⋯⋯⋯⋯⋯⋯⋯⋯⋯⋯⋯⋯⋯⋯⋯⋯⋯

在名师成长之路中寻善 ７９⋯⋯⋯⋯⋯⋯⋯⋯⋯⋯⋯⋯⋯⋯



l3　　　　

在寻善中反思 ８１⋯⋯⋯⋯⋯⋯⋯⋯⋯⋯⋯⋯⋯⋯⋯⋯⋯⋯

择菜品辛苦 ８３⋯⋯⋯⋯⋯⋯⋯⋯⋯⋯⋯⋯⋯⋯⋯⋯⋯⋯⋯

手传善举
“特殊天气提前到校”意味着什么 ？ ８６⋯⋯⋯⋯⋯⋯⋯⋯⋯

大手牵小手 ８８⋯⋯⋯⋯⋯⋯⋯⋯⋯⋯⋯⋯⋯⋯⋯⋯⋯⋯⋯

电话传温暖 ８９⋯⋯⋯⋯⋯⋯⋯⋯⋯⋯⋯⋯⋯⋯⋯⋯⋯⋯⋯

给孩子写表扬单 ９１⋯⋯⋯⋯⋯⋯⋯⋯⋯⋯⋯⋯⋯⋯⋯⋯⋯

挂工作牌为了什么 ？ ９３⋯⋯⋯⋯⋯⋯⋯⋯⋯⋯⋯⋯⋯⋯⋯

孩子 ，学会善待自己 ９４⋯⋯⋯⋯⋯⋯⋯⋯⋯⋯⋯⋯⋯⋯⋯

及时回应家长的电话 ９６⋯⋯⋯⋯⋯⋯⋯⋯⋯⋯⋯⋯⋯⋯⋯

千纸鹤送祝福 ９７⋯⋯⋯⋯⋯⋯⋯⋯⋯⋯⋯⋯⋯⋯⋯⋯⋯⋯

让班主任分享善治的经验 ９９⋯⋯⋯⋯⋯⋯⋯⋯⋯⋯⋯⋯⋯

让善插上翅膀 １０１⋯⋯⋯⋯⋯⋯⋯⋯⋯⋯⋯⋯⋯⋯⋯⋯⋯

伞花盛开 １０３⋯⋯⋯⋯⋯⋯⋯⋯⋯⋯⋯⋯⋯⋯⋯⋯⋯⋯⋯

善育随想 １０４⋯⋯⋯⋯⋯⋯⋯⋯⋯⋯⋯⋯⋯⋯⋯⋯⋯⋯⋯

拾善随感 １０６⋯⋯⋯⋯⋯⋯⋯⋯⋯⋯⋯⋯⋯⋯⋯⋯⋯⋯⋯

书写之善 １０８⋯⋯⋯⋯⋯⋯⋯⋯⋯⋯⋯⋯⋯⋯⋯⋯⋯⋯⋯

写好美善的汉字 １１０⋯⋯⋯⋯⋯⋯⋯⋯⋯⋯⋯⋯⋯⋯⋯⋯

由敬物走向感恩 １１２⋯⋯⋯⋯⋯⋯⋯⋯⋯⋯⋯⋯⋯⋯⋯⋯

与孩子一起跳舞 １１４⋯⋯⋯⋯⋯⋯⋯⋯⋯⋯⋯⋯⋯⋯⋯⋯

育善的仪式 １１６⋯⋯⋯⋯⋯⋯⋯⋯⋯⋯⋯⋯⋯⋯⋯⋯⋯⋯

足行善为
爱的毕业典礼 １２０⋯⋯⋯⋯⋯⋯⋯⋯⋯⋯⋯⋯⋯⋯⋯⋯⋯

爱的承诺 １２２⋯⋯⋯⋯⋯⋯⋯⋯⋯⋯⋯⋯⋯⋯⋯⋯⋯⋯⋯

爱的契约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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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绿小队 １２７⋯⋯⋯⋯⋯⋯⋯⋯⋯⋯⋯⋯⋯⋯⋯⋯⋯⋯⋯

假期的牵挂 １２９⋯⋯⋯⋯⋯⋯⋯⋯⋯⋯⋯⋯⋯⋯⋯⋯⋯⋯

看望受伤的孩子 １３１⋯⋯⋯⋯⋯⋯⋯⋯⋯⋯⋯⋯⋯⋯⋯⋯

暖心生力的善 １３２⋯⋯⋯⋯⋯⋯⋯⋯⋯⋯⋯⋯⋯⋯⋯⋯⋯

品格评价促“善为” １３５⋯⋯⋯⋯⋯⋯⋯⋯⋯⋯⋯⋯⋯⋯⋯

让父母感动 １３７⋯⋯⋯⋯⋯⋯⋯⋯⋯⋯⋯⋯⋯⋯⋯⋯⋯⋯

让善温暖世界 １４０⋯⋯⋯⋯⋯⋯⋯⋯⋯⋯⋯⋯⋯⋯⋯⋯⋯

让善行坚守我们的阵地 １４２⋯⋯⋯⋯⋯⋯⋯⋯⋯⋯⋯⋯⋯

善的义卖会 １４５⋯⋯⋯⋯⋯⋯⋯⋯⋯⋯⋯⋯⋯⋯⋯⋯⋯⋯

体验的教育意义 １４７⋯⋯⋯⋯⋯⋯⋯⋯⋯⋯⋯⋯⋯⋯⋯⋯

同做毕业考试卷子 １４９⋯⋯⋯⋯⋯⋯⋯⋯⋯⋯⋯⋯⋯⋯⋯

团队精神的培养 １５１⋯⋯⋯⋯⋯⋯⋯⋯⋯⋯⋯⋯⋯⋯⋯⋯

为社区或邻居做善事 １５３⋯⋯⋯⋯⋯⋯⋯⋯⋯⋯⋯⋯⋯⋯

舞善 １５５⋯⋯⋯⋯⋯⋯⋯⋯⋯⋯⋯⋯⋯⋯⋯⋯⋯⋯⋯⋯⋯

作为公民的教师 １５７⋯⋯⋯⋯⋯⋯⋯⋯⋯⋯⋯⋯⋯⋯⋯⋯

善的种子在萌发
爱结出善的果实 １６０⋯⋯⋯⋯⋯⋯⋯⋯⋯⋯⋯⋯⋯⋯⋯⋯

百善孝为先 １６３⋯⋯⋯⋯⋯⋯⋯⋯⋯⋯⋯⋯⋯⋯⋯⋯⋯⋯

玻璃的故事 １６７⋯⋯⋯⋯⋯⋯⋯⋯⋯⋯⋯⋯⋯⋯⋯⋯⋯⋯

飞扬的爱 １７１⋯⋯⋯⋯⋯⋯⋯⋯⋯⋯⋯⋯⋯⋯⋯⋯⋯⋯⋯

感人的毛衣针 １７３⋯⋯⋯⋯⋯⋯⋯⋯⋯⋯⋯⋯⋯⋯⋯⋯⋯

留给学弟学妹的话 １７５⋯⋯⋯⋯⋯⋯⋯⋯⋯⋯⋯⋯⋯⋯⋯

培养孩子们的文明 １７６⋯⋯⋯⋯⋯⋯⋯⋯⋯⋯⋯⋯⋯⋯⋯

让孩子带着真走向善 １７８⋯⋯⋯⋯⋯⋯⋯⋯⋯⋯⋯⋯⋯⋯

让孩子拥有仁爱之心 １８０⋯⋯⋯⋯⋯⋯⋯⋯⋯⋯⋯⋯⋯⋯

让他快乐起来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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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常驻孩子心间 １８４⋯⋯⋯⋯⋯⋯⋯⋯⋯⋯⋯⋯⋯⋯⋯⋯

善于接受总比抱怨好 １８６⋯⋯⋯⋯⋯⋯⋯⋯⋯⋯⋯⋯⋯⋯

弯腰是多美的一瞬间 １８８⋯⋯⋯⋯⋯⋯⋯⋯⋯⋯⋯⋯⋯⋯

寻找文字背后的文字 １９１⋯⋯⋯⋯⋯⋯⋯⋯⋯⋯⋯⋯⋯⋯

直抵内心的教育 １９３⋯⋯⋯⋯⋯⋯⋯⋯⋯⋯⋯⋯⋯⋯⋯⋯

职业规划积聚善力 １９５⋯⋯⋯⋯⋯⋯⋯⋯⋯⋯⋯⋯⋯⋯⋯

附录
善的故事 １９８⋯⋯⋯⋯⋯⋯⋯⋯⋯⋯⋯⋯⋯⋯⋯⋯⋯⋯⋯

善的格言 ２１８⋯⋯⋯⋯⋯⋯⋯⋯⋯⋯⋯⋯⋯⋯⋯⋯⋯⋯⋯

善仪式儿歌 ２２２⋯⋯⋯⋯⋯⋯⋯⋯⋯⋯⋯⋯⋯⋯⋯⋯⋯⋯

善的教育晨唱曲目 ２２３⋯⋯⋯⋯⋯⋯⋯⋯⋯⋯⋯⋯⋯⋯⋯

善的教育书目 ２２４⋯⋯⋯⋯⋯⋯⋯⋯⋯⋯⋯⋯⋯⋯⋯⋯⋯

善的校园物语 ２２５⋯⋯⋯⋯⋯⋯⋯⋯⋯⋯⋯⋯⋯⋯⋯⋯⋯

善的品格修炼十细则 ２２６⋯⋯⋯⋯⋯⋯⋯⋯⋯⋯⋯⋯⋯⋯

品格细节 ２２７⋯⋯⋯⋯⋯⋯⋯⋯⋯⋯⋯⋯⋯⋯⋯⋯⋯⋯⋯

十善 ２２８⋯⋯⋯⋯⋯⋯⋯⋯⋯⋯⋯⋯⋯⋯⋯⋯⋯⋯⋯⋯⋯

后记 徐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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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轰炸’”的魔力

张瑞华

上课的铃声响了 ，同往常一样 ，我微笑着迈步走进教室 。当我宣布这节

课的主题是“优点‘轰炸’”时 ，孩子们面面相觑 ，不明就里 。

我趁势宣布 ：“轰炸”的方式是 ，某一同学先说自己的优点 ，然后再由其

他同学来补充 ，直到“轰炸”完该同学的所有优点为止 ；“轰炸”的原则是 ，只

说优点 ，不说缺点 ；如果不真实 ，其他同学可以举出实例反驳 ；最后比一比 ，

看看哪位同学的优点最多 ，让大家共同享受被欣赏和赞美的欢乐 。

孩子们听了兴奋极了 ，马上分组热烈讨论起来 。

“轰炸”开始了 。有一位品德优秀的孩子说 ：“我的优点是 ，学习认真 、讲

究卫生 、遵守纪律 、热爱劳动 ，工作负责任 。”接着有几位同学对他进行了“轰

炸” ：他还助人为乐 ，尊敬老师 ，有创意 ⋯ ⋯根据记录数了数 ，我总结道 ：“你

真了不起 ，优点共有 ２１项 ，老师为拥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而骄傲 。但老师

送你一句话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希望你发扬优点 ，争取发展更多的优

点 。”

一个 、两个 、三个 ⋯ ⋯许多孩子都参与到“优点‘轰炸’”中来 。

但我注意到 ，班里的一位“问题大王”始终不站起来说 。我问他为什么 ，

他撇着嘴说 ：“我没有优点 。”原来 ，由于调皮捣蛋 ，成绩落后 ，他始终自卑得

很 。我启发周围的同学 ：“你眼里的他有优点吗 ？能说说吗 ？”班里一阵静

默 ，有的同学面无表情 ，还有的同学直接喊道 ：“他没有优点 ！”我心里一想 ：

是啦 ，这同学树敌太多 ，问题成堆 ，天天给班里扣分 ，时时跟老师作对 ，确实

不招同学喜欢 。

其实 ，“优点‘轰炸’”活动主要就是给这类同学寻找优点 ，帮助其树立信

心的 。这是我深层次的用意 。

我扫视了一眼孩子们 ，说 ：“张老师观察他好久了 ，觉得他反应相当灵

敏 ，这是否是个优点 ？”孩子们点头不语 。 “另外 ，他很热爱集体 。”我话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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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同学们就群情激昂 ：“才不呢 ！他整天破坏纪律 ，给我们扣分 ！”这种强烈

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 。

于是 ，我继续说 ：“上次我们班参加趣味运动会 ，取得了优胜的成绩后 ，

他兴奋地大叫 ，你说他如果不热爱集体 ，会如此兴奋吗 ？”“那他明知不遵守

纪律会给班扣分 ，为啥还要破坏纪律呢 ？”“噢 ，其实 ，只是他的自制力不够 ，

并不是他不爱集体 。”

孩子们不再说话 ，他们开始认可我的说法 。而我偷偷瞥了他一眼 ，发现

他的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惊诧和满足的喜悦 。看来 ，老师的认可让他感到

了一点幸福 。

接着 ，我告诉孩子们 ：学校现在开展的“践行‘善’”的教育活动 ，就是旨

在引导我们认识和学习其他人的优点 。我们应该不放过每个同学的每个优

点才对 。

这下 ，孩子们开始热烈起来 ，使劲“轰炸”他的优点 。 “我觉得他比以前

有一点儿进步 。以前 ，老师批评他 ，他有一百句等着 ，态度很恶劣 。现在 ，他

比以前稍微虚心了一点 。”

孩子们是绝顶聪明的 。瞧 ，他们沿着老师的思路开始挖空心思 ，抓住他

的点滴进步对他进行“轰炸” 。

我看到这个“问题大王”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他认真地听着同学对自

己的“轰炸” ，生怕落下一句 。

就这样 ，孩子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侃侃而谈 ，滔滔不绝 ，都在陈述自己和

他人的优点 ，不时也发出争辩的声音 ⋯ ⋯

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而孩子们却余兴未尽 。这节

主题班会 ，共“轰炸”出不同优点 ６０余种 。同学们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明辨

了是非 。他们纷纷表示 ：要在下次的“轰炸”前 ，会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炸

药” ———优点 。

那个“问题大王”因为得到了同学的一些认可 ，而在心理上找到了平衡 ，

他感受到自己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重要的是 ，他的进步能被同学和老师肯

定 ，这使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 ，此后他心平气和了许多 ，不再因为心

中充满怨气而动不动找茬 ，也开始学着克制自己 。虽然只是一点点地往前

进步 ，尽管有时过去的坏习惯还是会抬头 ，但他确实在努力让自己进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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