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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儿子，路上碰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小李。因为她的女儿在

我儿子的学校就读已经一年多了，我顿时觉得碰到了合适的

交流对象，要说的话也一连串儿涌了出来。当我问起小李对

英国教育的感受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到“比中国好多了。

孩子在这儿学习无忧无虑，轻轻松松，很多时候是在娱乐中

不知不觉就把知识学了。可不像我们中国，孩子们从早到晚

不停地学，连童年都没有。”想不到小李对英国的教育居然

如此肯定。可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坦

率地说：“但我觉得这儿的老师对学生要求太低。比如，我

的儿子过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英语长进还是不大。可他的老

师却总是不停地表扬他。还有，儿子说他班上有个男孩儿只

会作简单加减法，老师还夸奖他是“Goodboy”(好男孩)!如

果这样，学生们会自以为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疲疲塌

塌很难有出息。我还把和儿子老师谈话的具体经过拎了出来

。我知道小李曾是中国内地的一名小学老师，对我国的教育

模式比我门儿清，因此我很有兴趣和她深聊。听了我的话，

小李笑了。她说我所提及的正是中国老师所缺少的东西。她

直截了当告诉我，根据她多年当老师的感受，中国老师们的

一个通病是看学生的阴暗面多，而西方的老师眼里是学生的

优点长处多。其结果自然是中国的老师愿意批评指责学生，

而西方的老师喜欢表扬赞赏学生。两种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是

截然不同的。小李讲起了对她触动很大的几件小事儿：那是



她女儿刚来英国不久。因为语言问题，孩子不愿与班里的小

朋友交流，总是站在一旁显得怯生生的。她还告诉妈妈，她

不想上学。可小李女儿的老师很快使形势有了改观。仅在几

周的时间里，小家伙不仅变得又活泼欢快起来了，并且非常

喜欢到学校去上课。原来，自小李女儿到班上后，那位老师

就开始注意她的长处，比如，她喜欢画画，老师就把她的画

贴到墙上让小朋友们欣赏，还夸奖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姑

娘；当那位老师发现她会作简单的加减法后，就在班里表扬

她，说她很不简单，还把她作的题传给大家看；女儿的英文

写得乱七八糟，可老师从中挑出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漂亮”

的，鼓励她说“瞧，这几个字写得多好看啊!如果所有的都能

写成这样，那就更好啦!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孩子，对吗?”老师的表扬和鼓励，帮助小李的女

儿树立了自信心，学习上也更加努力了。讲完女儿的故事，

小李自我检讨说：“每次和那位老师交流后，她那字里行间

流露出的东西对我的启发都很大。尤其是她女儿的教育方法

引起了我的深思。说真的，为了女儿写的乱糟糟的作业，我

不止一次地骂她笨，还撕过她的本子，惩罚她重写。仔细想

来，我那样做的结果是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她觉得自己真

的很笨，从而变得自卑，怯懦，缺乏自信。”小李的故事在

我的心里搅起了波澜。我想起了儿子的老师海伦。其实，小

李所讲述的一切正是我所经历过的，可不同之处是她比我精

明，有悟性。此时，我似乎领悟到了儿子的老师海伦的一番

苦心：她是要通过鼓励的方式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引导

他们向更高的目标攀登。她那种让孩子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

努力学习的方法，比起我那通过贬低孩子而让他承认自己不



好，从而去努力学习的“激将法”要高明多啦。想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脸上一阵燥热，心里在暗暗地向海伦老师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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