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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

内容概要

介绍了美国学校的晨会教育，解析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法。 
　　晨会对引导学生热爱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向作用，晨会是学生与学生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晨
会更是一天学习情绪的重要基础。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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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中的“晨会”，跟华德福学校每天早上开始的“晨诵”相仿？小范围的集体活动，随着音乐转
圈、击掌，问候，让孩子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故事，时间大概15到30分钟。目的主要是建
立一种信任、友好的班级氛围。每一步都有比较详细的指导：目标、过程、方法、答疑解惑，方便操
作实施。不过，在国内，如果校方没有规划统一的晨会时间，就会麻烦一点，因为晨会是一天的开始
，希望能抓住这个时机来进行，而小学的早读时间基本只有5-10分钟，再加上交作业的时间⋯⋯估计
老师要根据实际情况想想办法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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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晨会》的笔记-共享活动：富于关怀的交谈艺术

        记得在微博里看到有人调侃不会提问的记者，“曾经有记者提问朱镕基，结果自己说了一大堆。
停下之后，朱总理说，你演讲得很好，请下一位记者提问⋯⋯做记者，我们是否该追求用简练精准的
语言提有水平的问题？总惦记着显摆，只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傻！”其实，不仅仅是记者，即使是一个
普通的老师或职员，都应该具备基本的交流技能，会倾听，会提问。 
    上周末曾参加过一个小型讨论，每一位发言人讲完之后，主持人都会不厌其烦地问：大家有什么想
问的吗？这时候，在座的国人像约好了似的，低头、垂目，视线锁定在面前的A4纸，做冥思状⋯⋯气
氛沉闷得能滴下水来，好不容易有人鼓足勇气举手发言，在众目睽睽下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紧张得一
塌糊涂，偶有不那么紧张的，一张口却又滔滔不绝满口“我觉得我认为我想”，离题千万里，任主持
人怎么拉也拉不回来。能提问——会提问，还真是阶梯步步高。

    我？我⋯⋯我⋯⋯也算是那沉默的大多数 即使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师，自如面对也不过是对小孩子而
已，开会时谁先说谁后说那些话不能说⋯⋯这分寸总是拿捏不准，索性闭了嘴；而讨论问题的时候，
明明心里有，但一说出来就往往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说实话，对那些与陌生人交流时大方自如
，参加讨论表达自己观点能做到有理有力有节的人们，非常向往，一直想补补课。

     这几天翻《晨会》（副标题是美国中小学的情商教育）这本书，原本以为“晨会”跟华德福教育中
的“晨诵”差不多，却不料看到晨会的第二个步骤“共享活动，富于关怀的交谈艺术”时收获到了惊
喜，多少清楚了晨会和晨诵的差异：晨会更侧重于帮助学生提高社交能力（“晨会”设置的初衷就是
“有目的地提供给学生学习问候、倾听、回应、团队合作、关注和行动的机会。⋯⋯那些善于倾听、
敢于形成和提出问题的人，一定是个优秀的学习者。而所有这些对于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技能，必须
在社交互动中得到不断的示范、练习、延伸和精化。晨会恰恰就提供了这样的互动平台。”）是跟美
国教育一直强调的培养学生社交能力一脉相承（“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是美国K-12年级所有学科大纲
都包括的内容，也就是说社交能力的培养融合贯穿于所有年级、所有学科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对教师
评估、考核、听课的内容之一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是否体现了对培养社交能力的重视，是否提供了学生
锻炼社交能力的机会。”——《零距离美国课堂》）。

    虽然书中给出的例子都很简单，孩子们谈论的话题也都很“小”，但培养目标却十足地严谨、认真
——“培养学生用合适的方式与不同的听众共享各种新闻的能力；锻炼学生提出有建设性和目的性问
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对各种不同信息做出不同反应的能力；练习对群体发表演说；丰富词汇，增
强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学会换位思考；赋予学生自己组织共享活动的权力。”而
且一再强调，交谈艺术最重要的是“富于关怀”，就是要让说话的人和聆听的人都要心中有他人的存
在，彼此能感受到善意和关注，老师们会提醒分享陈述的孩子怎样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故事，也会提醒
聆听的孩子们积极回应提出好的问题。

    举个书中晨会共享活动的例子吧，“‘今天下午’，Anita说，‘我奶奶会出院回家。’她停顿一下
，其他孩子正等着还有什么别的信息，Anita现在已经不怎么害羞了，但话不多，这时有孩子举手了，
她叫了对面的一个男孩。男孩说：‘我希望她快点好起来。’Anita 点头向他微笑，对他的祝愿表示感
谢。另外两个孩子也举起手，‘我不知道你奶奶住院了，她病了很久吗？’‘是星期天’Anita说。‘
那天她胃痛得厉害，什么也不能吃。去医院的时候她痛得直哭呢。’听了这些话，孩子们一脸的严肃
。另一个同学举手：‘我敢打赌今天下午你奶奶回家，你一定非常高兴。’Anita冲他使劲点点头：‘
是的，我的确很高兴。’”

    这个分享活动中，孩子们的问题真的是简单又恰当的好问题，正像书里强调的： “什么才是好的提
问？好的提问显现出听众对于说话者及其说话内容是真正感兴趣的。它们关注共享陈述的事实或情感
的问题，并能得到更多的、有助于理解共享陈述的信息。好的提问，通常是开放的，是不能用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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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或‘不是’就可以回答的。好的提问也是分享这项活动的精髓所在——让说话者感受到关注、
被接受，也受到鼓励。”

    除了提问，这其中还有孩子的评论，“我敢打赌，今天下午你奶奶回家，你一定非常高兴。”“对
共享内容做出评论，要求从别人的视角看问题，恰如其分的评论则要求对别人所处情境、情感、动机
等有切身的体会，这些评述都意味着‘我认真倾听了，我很在乎你的感受。’。好的评述是对说话者
所说内容的关注和欣赏，关注焦点在陈述者身上。”老师们一旦发现评论者借这个机会开始讲自己的
故事时，就会礼貌地打断：“你已经告诉我们很多趣事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嗯⋯⋯如果我们那些说话跑题的老师们小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被提醒过，那么⋯⋯会不会在说之
前就会自己控制住表现欲？）

   

     说起来，我们也有这样的课程啊，语文课程标准上称为“口语交际”。总目标是：“具有日常口语
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
展合作精神。”每个学年段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低年级段就是：“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
有礼貌.有表达的自信心.积极参加讨论,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表的意见。”可是⋯⋯怎样对感兴趣的话题
发表意见？该提什么问题？怎样提问？⋯⋯到了具体操作步骤，则采取了非常信任的态度，大撒把让
老师们自主探索自由发挥了。

    相比之下，《晨会》和《零距离美国课堂》，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参照，甚至亦步亦趋模仿的机会，
都有非常清晰、具体的指导，尤其注重细微之处，比如表达不同的意见，就分解为五个步骤，“1）
目视对方 2）说话语气委婉（不急躁） 3）告诉对方你真实的感受 。4）说出你的为什么有你的想法或
主意 5）倾听对方的意见 ”让孩子从小明白自己的意见和主意不会总是最好的，总有别人跟你想的不
一样，但你也不必跟风随大流，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要学会不气急败坏，又让人明白你有保留意见。
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若回想一下我们身边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会深深地点头赞同“表达不同意
见必须从娃娃抓起”。

 

    之前谈过老师的“说话之道”，是补课，现在，看人家怎样教育孩子提问、交流，也是补课，因为
交谈的确是门艺术啊，补充一下，那次的讨论，在座的老外发言时都遵循着：先评论“你的观点⋯⋯
我觉得很重要。”再提问“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样的模式，还真像是从一个学校里训练过的
！

Page 5



《晨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