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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沐三月春风中

——《学记》读后感

赵雯雯

《学记》系统总结和概括了先秦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

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最完备的教学著作。它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

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至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

方面，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其中很多东西，即使放在

现代教学理论的范畴中，也仍然闪烁着生命的火花。

（一）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它包含了这样三种思想：一要注重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师生关

系才会融洽；二要督促勉励，但又不强制压抑，学生就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学

生学习起来就会感到比较容易；三要打开学生的思路，但又不能提供现成的答

案，这样学生才能独立思考，发展智能。

从《学记》中的这一节，我认识到了教学的真谛，那就是：激发和引导学

生主动积极地去探索和接受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只有真正

的主动学习，才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识。作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

如下几点：

第一、运用启发式教学。

在教育教学中，以启发式教学方法思想为指导，善于创设问题情境去激发和

调动学生。如果每节语文课都精心的设计导入，运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创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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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这样可以一下子激发学生的兴趣。

我在教学《再别康桥》一课时，设计了这样的导入：“古人云：黯然伤魂者

唯别而已矣！所以在古人的作品中，既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豪迈，也有“相

见时难别亦难”的苦涩，更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伤感，这些都是古人对

于离别的理解，那么现代人是如何看待离别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领略一下现代人笔下的别离之情！‘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

的来’一首带有淡淡哀愁的离别诗牵动了多少文人学者的心。徐志摩是怎样的

一个人呢？让我们和志摩一起《再别康桥》，走进诗人的内心。”学生听到这样

具有文学味的开场白，立刻受到了古典诗词感染，很容易便进入诗歌学习的意

境中，引起学习现代诗歌的兴趣。

第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激励鼓舞

学生而不用压力区推进。

我在讲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时，设计了下面个问题，带领学生一

步步的走进作者，由浅入深的感悟诗词，在讲课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回答予以鼓

励和引导。开始我以这样一段话引入“在宋朝的花园里，含香吐露，最美的一

朵，莫过于宋词。宋词，这多在北宋温室中盛开的娇妍牡丹，到了南宋，在战

火的洗礼下，逐渐变成了铿锵玫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辛弃

疾是南宋豪放派词人领袖，他的一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词，请大家回忆

他的词作”。因为学生中学学过辛弃疾的许多词作，对辛弃疾也有较多的了解，

那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学生并不感到困难，课堂发言积极，气氛活跃，同时也能

对以往学习的知识进行复习巩固。紧接着我带领学生解读词作的内容，在学生

基本理解的基础上，我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五彩缤纷的色，悠扬悦耳的声，暗

香浮动的味，在元宵节的夜晚杂烩交错，如梦如幻，让人恍若身临其境，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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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的体验，调动联想，描绘出元宵节的动人场景吧。”老师这样入情入理

的引导，就比较容易激起学生来思索，唤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接下来我提问

“元宵节的灯会上，作者描写了哪两种人？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那人”

是谁？”一连串由浅入深问题的设置，学生便于接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

们积极主动，同时我适时的激励鼓舞，学生探究问题更加的踊跃。更让人意象

不到的是，有些学生对文本的解读超出了我的预设，例如对“那人”的理解，

有的学生说是“结着丁香般幽怨的姑娘”、作者的知己、作者高洁的理想追求，

这些课堂生成的内容让我非常的欣喜，也真正的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而不牵着学生走”的真正作用。

第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到底应该居于怎样一种

角色？有着怎样一种地位？这是我们要正确解决的问题。

教学过程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种活动组合而成的，如果只强调教师

的教，就会使教师处于绝对领导的地位，学生只能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师生关系就会极度紧张。那么，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怎样才能建立和谐、融洽

的师生关系，做到"民主平等、尊师爱生"？《学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立这

种和谐关系的良好方法，那就是：“和易以思”。

教师能使学生在“和悦”、“安易”的情景下去独立思考，这就需要教师摆

正自己的角色地位。教师是一名启发者，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

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是一名引路人，引导学生科学、快捷地认识生活、认

识世界；教师是学生成长的促进者、促进学生素质综合、全面、和谐、健康地

成长和发展。

（二）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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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强调学生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

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

境拒绝同学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所谓“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为了促进学生相互学习，我采用多种

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第一、生生互动。

这种生生交流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交流欲望，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增强学

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意识。没有课堂上的竞争，学生很难适应社会中的竞争性

要求；没有课堂上的合作，学生也很难形成社会所要求的合作性。如：口语作

文评价并打分可由教师指定学生进行，这些同学要以友善、认真的态度，客观

地进行评价，既有与全班同学的横向比较，又有与作者自身情况的纵向比较，

给分有理，扣分有据。

我开展主持人比赛时，设计评价表如下：

“最佳主持人”比赛评价表

项目 2 3 4 5 6 7 8 9 1

50 分 语言流畅，声音洪亮，普

通话标准，围绕话题展开，思

路清楚。

20 分 语言精美，有文采，说话

节奏得当，抑扬顿挫。

20 分 内容有真情实感，话语具

有感染力、语言幽默风趣。

10 分 仪表举止得体，从容自然，

心理素质好。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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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组成员签字：__________

第二、师生互动。

指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是双方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而不是

学生在教师的权威下被动地做出反应。教师在交流中要注意建立民主平等的关

系，只有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不会是教师思维方式的迁移，学生才能真正

地自主思维，有了自主思维才能有自主的言语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第三、群体互动。

师在教学中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方式，可采用小组之间的讨论或小组

间的讨论形式；课外，可集体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每个学生积极参加，依靠

大家的智慧和行动取得学习的成功。如：由学生根据课文，自编自演课本剧；

由学生组织、主持演讲比赛和辩论会，并观摩高年级同学的辩论会，增强兴趣，

提高能力。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

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

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如果你周围的同学、朋友都是有远

大理想、有创新、好学、喜切磋的人，那么你会逐渐变得上进好学，你们很可

能会在一起共同学习、讨论。反之，如果周围的朋友都是好逸恶劳、不思进取

的人，那么你也逐渐变的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就是这样的道理。

《学记》为我们现代语文教师的道德建设和自身素质提高提供了无可替代

的精神食粮，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批判继承它所提倡的为师之道，那么

教师和学生都会受益其中，如沐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