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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镇西《做最好的老师》有感

徐菊梅

最近，我有幸拜读了李镇西老师所著的《做最好的老师》一

书。这是李老师 25 年教育教学思想和智慧的精华集粹，全方位

地阐述了李老师的教育观、学生观、班级管理、思想工作、心理

教育以及语文教学的理念与实践。李老师把他的教育思想、教育

机智、教育技巧与教育情感融为一体。语言朴实而富有诗意，形

象而充满激情。读着书，让人不禁为之激动、赞叹、折服！

李镇西校长在序言中说：“每个人都是一棵树。你也许不是

最美丽的，但你可以最可爱；你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但你可以最

勤奋；你也许不会最富有，但你可以最充实；你也许不会最顺利，

但你可以最乐观……我所谓的‘做最好的自己’，强调的是自己

和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比，不断地超越自己。‘做

最好的自己’，便意味着要尽可能在自己的职业中达到自己力所

能及的最好程度。”每每读到此，我的内心便会受到触动：是呀，

我们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个性，有没

有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呢？很多时候，是在和别人的攀比中失去

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失去了做好自我的追求。结果是浑浑噩噩

度日，丧失了做为一个人应有的情趣与活力，更谈不上去超越自

我，并尽可能在自己的职业中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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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最震撼我的是李镇西老师对教育的深思。他对教育工作的热

爱，对学生的热爱。而这种爱源与他的心，正是这种爱成就了他

的辉煌。任何成功的背后都需要艰辛的付出。从他的人生经历中

我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品质。坚韧、好学、勤

奋……形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作为教师，我们都想过该怎样帮助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

想过该如何在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想过该如何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也想过该如何让学生喜欢自己……但我们也许从未曾真

正去想过，学生到底为什么来上学？当我读到教育就是要“每一

个从他手中走出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我震撼，这是苏霍

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但这以深深融入到李老师的血液当中，成

了李老师的教育追求。所以他不仅仅于学生在校期间尽职尽责，

即使在学生离开学校后仍牵挂着他们——所以他会为高考落榜

的学生写信——“这个世界如同一个茂密的大森林：有高大的乔

木，也有茂盛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绕的藤萝，有鲜艳

的花朵，也有青翠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现自己的勃勃生

机。”让自己的学生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是一种多么广阔的胸

怀，多么博大的爱啊！李老师对爱的执著也深深打动了我。他做

的许多事情都很普通，其实许多老师都曾做过。为什么李老师能

成为名师？一个真正的名师。而我们却在日常工作中变得越来越

平庸，这当然有本身素质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对教育的一份执

著，对爱的一种坚持。正如李老师所说“‘爱心与童心’是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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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把教育事业当成自己的事

业，把带给学生一生的幸福当成一生的追求，而我们更多的只是

把教育当成自己谋生的工作。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

一辈子好事。一个老师创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但一个老师，

能够长期像李镇西老师对待万同那样对待每一个学生，难！在万

同的身上，我们看到转化一个后进生有多难。更看到了一个为人

师者的爱心，耐心，信心。万同的每一点变化，无论是朝着哪一

个方向，都牵动着老师的心。而万同身上所体现的反复，足以考

验最有耐心的老师，只有爱心的坚持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从《做最好的老师》一书中，我学到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有以下几点：

一、教育者要拥有一颗童心

李镇西老师说，“童心是师爱的源泉”，我要说的是，你如果

真要想和学生相处，你就不要老师拿着大人的思想来衡量这帮孩

子，毕竟他们还不是大人。他们的思维有时还很幼稚，还会做错

很多事。所以有人说，你要允许学生去犯错，犯了错允许他去改

正，这样学生才能在曲折中成长。有时，我们教育者就会犯这样

的错误，绝对不允许学生犯错，上课迟到了，做错事情了，违犯

纪律了，寝室扣分了等等。这样恰恰相反，学生会因为你要求太

严而产生抵触情绪，就像学生抵触其父母一样，你不要说你是为

他们好，其实有哪位家长不是为自己的孩子好？但是他们的孩子

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原因在于，其实孩子不光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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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多的是以一个人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你要把他当人看，是

人都会犯错，你不能强迫他们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做，有时甚至

我们应该允许他犯错，因为犯错是为了下次不犯错。这也是他后

来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并且能够在教育上取得成绩的重要

原因。他说：“能够自然地与学生‘一同哭泣，一同欢笑’的教

师无疑会被学生视为知心朋友。有些在成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感

情，在儿童看来却是非常自然的。而变‘不可理解’为‘非常自

然’，正是不少优秀教师赢得学生心灵的可贵之处。”他说：“只

要把握学生的情感，并注意环境、场合，教师任何‘过分的孩子

气’都不会是多余的。在与学生嬉笑游戏时，教师越是忘掉自己

的‘尊严’，学生越会对老师油然而生亲切之情——而这正是教

育成功的起点。”在以前，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可能会不理解，

但是，在我亲身体会了之后，也明白了教师拥有一颗童心的重要

性。很多老师认为，老师就应该与学生有一定的距离感，认为老

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是不可想象的，认为学生与老师随便开玩笑是

不懂规矩的表现，但是李老师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同行们，

老师融入孩子们当中不但是可以的，而且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我受到李老师的启发，尝试与学生打成一片，发现

其中的魔力是巨大的。以前我总认为师生见面，应该由学生先打

招呼，认为学生见到老师时对老师不闻不问是不礼貌的表现，是

对老师的不尊重。怀有这种心态时的我与学生相遇时，眼睛是不

看学生的，因为我担心学生不向你问好。当然，很多学生看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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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摆架子，也就不向老师打招呼了，现在想来，当学生见到老师

对自己爱理不理时，内心应该是很失望的。也许是受李镇西老师

的影响，我与学生见面时不再面无表情，不再脸朝他处，而是主

动露出笑容，遇到不向你打招呼的同学，我就主动向他们打招呼。

就这样，同学们感到了我的平易近人，感到了我的和蔼可亲，课

后能大方地跟我玩，大方地跟我开玩笑了。这在很多老师看来也

许是不可理解的，但我觉得这是多么自然。学生在课间能这么亲

切地跟你玩，但在课堂里表现却很好，不会漫无纪律，而且很活

跃，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经常有学生跟我说：“老师，我最

喜欢上你的课了。”或者有我所教的另外两个班的学生说：“老师，

要是你当我们的班主任该多好啊！”每当听到这些话时，我感到

很自豪，因为学生喜欢我的课，而我的课却活而不乱，有学生希

望我做他们的班主任，而我所管理的班级却能在每月的文明班级

评比中荣获“文明班级”的荣誉称号。写到这里，我想声明的是：

老师不必高高在上，不必摆架子，以显示所谓的师道尊严，完全

可以放下架子，与学生打成一片。就像李老师说的：“在与学生

嬉笑游戏时，教师越是忘掉自己的”尊严“，学生越会对老师油

然而生亲切之情——而这正是教育成功的起点。”

二、对后进生的教育

李老师对后进生的教育是很富启发性的，在对后进生的教育

方面，李老师的观念及一个个成功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班主任们都知道，在班主任工作中，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对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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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教育。在办公室时常听到老师们诉苦：“为什么我苦口婆心

地、三番两次地教育他，他却不领情呢？”我也曾经是这样的老

师，为这些事情苦恼着，却不懂得去反思。可是，自从学习了《做

最好的老师》之后，我明白了后进生犯错的频繁性，以及进步过

程中的反复性的特点，懂得了对后进生教育长期性和艰难性，懂

得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而且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

心、理解之心和宽容之心，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而爱和尊重则是

成功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前提。

“后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

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访、

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学生”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生，无

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又犯错-又认

错……”这是“后进学生”普遍存在的循环。教师因此斥责学生

“屡教不改”、“光说不做”、“本性难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

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学生”的一次次“旧病复发”，与此同时，

又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地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

从自己“犯错周期”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

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

进步的信心。我从来不对“后进学生”提“下不为例”之类他不

可能做到的要求。

如果仔细体会了这些话，我们教育后进生的时候就不会再意

气用事，不会再因为学生“屡教不改”而对他失望或任意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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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找规律和方法了。

三、保护学生的自尊心

很多老师由于出于盲目性，出于对教育理论的无知，经常不

自觉地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伤害了学生的心灵。这所造成的后

果是多么的严重啊。可悲的是很多教师在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后

还不知其所以然。李老师从教育专家的高度论述了保护学生的自

尊心的重要性。以下是李老师在保护学生自尊心方面的论述，很

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1.老师想尽量直截了当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把他的缺点公

之于众，以使其他学生从中吸取教训，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方

法是最不成功的，因为这无异于开“批判会”，把孩子心灵中最

敏感的地方——自尊心、个人尊严、自豪感统统暴露于外，并使

之受到伤害，这种教育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

2.不管我们平时对学生有如何深厚的感情储备，不管我们

过去在学生心目中有多高的威望，也不管我们以前对学生进行了

多少“行之有效”的教育，只要我们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心灵—

—也许是一记耳光，也许是一句辱骂，甚至也许只是一个鄙视的

眼神——那么，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3.教育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永远不让学生对他自己感到绝

望。但我也曾多次在激愤中说出一些让学生感到绝望的话：“我

永远不会相信你了！”“看来你是教不好的了！”“这是最后一次原

谅你了！下次再犯，你就别来上学了！”“我没有你这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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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本来是非常尊敬老师并认为老师是在真诚地帮助他的时

候，这些话无疑会击碎他内心深处“想做好学生”的美好愿望。

一个学生真正的堕落，有时候恰恰是从我们教育者的“绝情”开

始的。

我们也会经常想到保护自尊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疏

忽，却总是有意无意地伤害着学生的自尊心，而学生自尊心的受

伤害，可能就是他自暴自弃的开始，就是学生与老师相抵触的开

始，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学生与老师的处处作对，这对教师以后

的教育教学工作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一线的教师应该多读教育

著作，多向名师学习，以尽量避免教育过程中的盲目性所产生的

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