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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身上一定会有值得赞美的优点，

以鼓励代替批评，来启迪孩子潜在的动力，会

使孩子怀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孩子的教育有

两种方式是最有效的：榜样的不言之教和利用

赏识教育，欣赏孩子，做孩子的粉丝。

孩子从自信到自尊自律
生活中，努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把目光集

中在孩子的优点上，这会强化、巩固孩子的好行

为，还能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有助于生命的成

长。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第一次打篮球，如果家

长就去表扬鼓励孩子，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还想

第二次、第三次打篮球的念头，孩子或许不是因

为喜欢打篮球，而是在打篮球的时候能够再次

得到家长的表扬和鼓励。有这样一位家长，很想

培养孩子练字的好习惯，开始时他并不期望孩

子对练字本身产生兴趣，而是通过表扬鼓励，让

孩子为了继续得到家长的表扬和鼓励而产生第

二次练习、第三次练习的欲望。一次、两次、十

次二十次，时间久了，孩子的练字习惯就逐步养

成了。在这个过程，孩子自然拥有了一定的写字

能力，他跟同龄孩子比，就容易产生优越感，有

了优越感自然就有了自信，这种自信又强化了练

字习惯。时间久了，孩子在练字上产生了自尊和

自觉。一个笔画写得不好，孩子就会用橡皮擦掉

重新写，这就是孩子的自尊。一个孩子开始练字

时，家长要求练习10分钟，每次练习后，家长都

适当给予表扬，慢慢地，孩子就会自觉养成练字

的好习惯。半年之后，别的家长会说，你们家孩

子怎么那么自律呀？自律是别人的评价，而不是

当事人自己的评价。家长利用赏识教育，可以让

孩子养成某种习惯，一个月让孩子产生自信，三

个月让孩子产生自尊，半年之后就会出现别人眼

中的自律，这就是赏识教育的力量。

对孩子的欣赏聚焦在细节上
家庭中的赏识教育其实很简单：先要认可

孩子的行为，还要感谢孩子的行为给别人带来

的价值，最后，给孩子一个拥抱。比如，全家计

划外出，第二天一早，孩子按时起床，家长可以

夸奖孩子：“你今天按时起床了，让我们全家可

以顺利出门，谢谢你！”然后，给孩子一个拥抱，

这就是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赏识教育。

赏识对方要善于从小事着手，于细微之处

见高下。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同样，对孩子

的欣赏要聚焦在细节上。在家里，家长与孩子

要建立和谐平等的亲子关系。孩子一旦有了

语言或行为上的改变，就要及时中肯地评价，

哪怕是一个期待的眼神、一句鼓励的话语、

一个亲切的手势，相信孩子都会感到来自

家人的温暖。

教育孩子，要把话说到点子上。生活中，当

家长发现孩子的某个优点时，一定要把赏识的

话落实到具体的情境和行为之中，用具体的事

例代替笼统的夸奖。例如：妈妈在择菜，孩子

主动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家长就可以说：“谢谢

你，为我搬来这把小椅子，你这么关心妈妈，我

很感动。”再如孩子在拼插积木时，搭了一座高

高的房子，家长就可以对孩子说：“你真能干，

搭了这么高的房子！”“你今天整理好玩具，房

间变得更整洁了。”家长使用类似的话语时，指

向性特别清晰，针对孩子具体的行为给予赏识

和激励，孩子就会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赞美

和赏识要突出孩子的优点和进步，但并不是将

优点说得天花乱坠，甚至模糊夸大，而是讲究

赏识的艺术，要有“针对性”的赏识：夸做法、

夸过程、夸态度。

用赏识的艺术激励孩子内驱力
如孩子和家长下棋时，孩子获胜，家长就

会说：“你很聪明，下棋赢了妈妈，你很了不

起。”当这样表扬时，孩子感受到的是自己因

为聪明而赢得了比赛。家长在表扬孩子时，一

定要关注到孩子参与事情的过程，关注到孩子

的努力和认真参与的态度。家长不妨这样对孩

子说：“下棋时，你一直很专心，认真思考，最

终获胜了，你很了不起呢！”这样，把表扬的关

注点放到专心、认真思考的过程中，孩子就会

体验到做事情专注认真、付出努力就有可能获

得成功，从而带给孩子自信和愉悦的感受。如

果，孩子做事没有取得理想成绩或没有达到预

期目标，我们可以夸孩子的勇气、夸孩子的责

任心等一些启发性赏识。对于做事取得成功的

孩子，可以适当表达“建议性赏识”：夸他有坚

持性、夸他有信心、方法也好。还有一些孩子做

事失利后，我们可以给予“方向性赏识”：夸他

很善良、有独立性，夸他的初衷：“你最初的想

法很好，如果你再努力些，就会取得理想的成

绩。”这些话语会激励孩子的内驱力，使之战

胜困难，勇往直前，这就是赏识的艺术。

介绍一些适合赏识孩子的话语：如果孩子努

力学习，用心做事，可以说：“你做什么都很用心，

爸爸妈妈很满意！”如果孩子在某个比赛/考试

中取得优异名次，可以鼓励孩子：“这次表现相

当不错，爸爸妈妈为你骄傲，下次也要再接再厉

啊！”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更要夸奖他：“乐于

助人是好事，爸爸妈妈为你点赞！”

如果孩子做错事，要语重心长教育他：“知

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也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下

次不能再错了，因为这样做，会造成危害。”如

果孩子在学习中进步并受到表扬，可以说：“爸

爸妈妈知道你最近很用心学习，这是你应得的

奖励，加油宝贝！”如果孩子在做一件很难的

事情，就鼓励孩子：“加油宝贝，爸爸妈妈知道

你一定能成功的，不要放弃！”

如果孩子想到一个很有新意的点子或方

法，可以激励孩子：“你想的这个方法真的很

有创意，爸爸妈妈很欣赏！”如果孩子和别的

小朋友分工合作完成了某件事，要称赞孩子：

“你们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真不错，团结力

量大！”如果孩子收拾自己的东西，要及时评价

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长大了！”如果孩

子帮助父母完成某件事，要笑着对孩子说：“孩

子，你真的是爸爸妈妈最得力的小助手！”

■  文/北京小学丰台万年花城分校 魏燕

公开课

丰台 
教育 利用赏识教育欣赏孩子

启迪孩子潜在的动力

近日，丰台区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科丰校

区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暨“全国国防教

育示范学校”授牌仪式。丰台区政府、区武装

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看丹街道、北京市第

十二中学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丰台区

8所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校长及100余名师

生代表参加活动。

丰台区共有8所中小学被授予全国中小学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十二中

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北京教育学

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丰台学校、北京市丰台区五爱屯小学、北京市

右安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和北京

市第十中学。

与会领导为丰台区8所全国中小学国防教

育示范学校授牌，并为学生代表佩戴胸章。揭

牌仪式后，全体人员共同学习红色思政课。本

次思政课以“致敬英雄，红星照征程”为主题，

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主脉络，运用情

景剧演绎、讲解员讲述、诗朗诵串联、纪实片呈

现以及官兵唱红歌等形式生动呈现。少先队员

们认真聆听，深受鼓舞。

本次活动弘扬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双拥情，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学生与部队官兵近距离接触，同上一

堂“大思政课”，让国防教育的“种子”在心

中落地生根。

据了解，丰台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推动国防教育与学校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

断丰富教育形式和方法，增强国防教育活动

的感染力和实际效果，全面提升丰台区国防

教育水平。

丰台区8所中小学被授予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身边的优秀教师谷春生： 

“春风十里不如你”

强基工程

编者按：丰台区基础教育“强基工程”总体目

标明确指出，“培养一支名师引领、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干部教师队伍”“每所学校都有领军型教

师”。为进一步落实基础教育“强基工程”，讲好丰

台教育故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丰台区的优秀教师队

伍，特推出“强基工程 身边的优秀教师”专题。通

过对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获评北京市中小学正高级

教师的27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事迹进行

集中宣传，充分展示丰台区教育战线的精神风貌，助

力区域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的提升。

谷春生
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丽泽中学教师，从事高中物理教学工作26年。正

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丰台

区教育创新标兵、丰台区骨干教师、市名师、市优秀

教师。曾获市教育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中学生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被聘

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

员会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导师、丰

台区高中物理教研中心组成员等。在教育部“一师

一优课”第一届、第三届大赛中获国家级优课；在全

国教学设计、教学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出版、主编

参编多本专著，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6篇论文被人大复印全文转载。先后参与主持多项

国家、市区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

教育感悟
从教26年来，谷春生潜心探索、大胆实践，全心

践行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源于他数十

年如一日的坚守，爱岗敬业、不断进取的追梦历程；源

于他默默耕耘、无我奉献的教育情怀；源于他敢为天

下先的勇气，闯出一条开发创新实验资源、实施探究

教学的育人之路。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热爱、专注、坚持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要素。谷

春生在教育教学乃至在教育管理上的成功，恰好证

明了这一点。这既是他砥砺人生的明证，又凝聚着他

献身教育事业的心血。

工作以来，他在任教三个班的同时还兼任竞赛

培优班班主任。他积极践行教学改革，坚持立德树

人。作为省示范高中物理教研组组长和首师大附属

丽泽中学备课组组长，他对备课活动提出“超周备

课、反复修改、课前复备、烂熟于心”的原则。

 创新资源 探究育人

实验探究教学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中之

重。他经常带领学生动手制作，开发实验创新校本

课程，独创了开发创新实验资源的十项策略，即发

掘实验仪器的新用途达到创新；通过代用、转换、颠

倒、组合实现创新等。这些理论得到专家认可并发表

在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办的国家期刊上。他

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自主参与、探究发现、合作交

流、创新发展的学习方式，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在他的带领下，师生共同开发创新实验案

例300多项。

学者风范 全面发展

他的公开课多次被评为国家级优课；教学设

计、创新教具、教学论文多次获国家一等奖；多次获

全国教育信息化创新发明奖；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200余篇、论著3部……他坚持笔耕不辍，在全国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展现出治学者孜孜

不倦的学者风范。他的课堂时而激情四射，时而和风

细雨，时而春风拂面，因此他也被学生称为“春风十

里不如你”的“谷教授”。

教研卓异 辐射引领

虽有诸多荣誉傍身，谷春生仍坚持脚踏实地奋

战在教育一线，不忘教育初心，坚守育人使命。他以

无我的教育情怀，践行着对祖国花朵的热爱。他坚

实的教研力展现出探求者高远的人生追求，深厚的

教学力呈现出为师者的人生光华。一份份荣誉证书，

书写出治学者孜孜求索的学者风范；一张张如花笑

靥，装点出为师者云锦满天的绚丽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