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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教育激励》

内容概要

《大师谈教育激励》讲述了：这套“大师讲坛”丛书，按照教育类别从浩瀚的大师创作中遴选出经典
的教育篇章，将大师们的教育思想和智慧系统、集中、分类地呈现给广大读者，为读者亲近大师提供
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依我看来，这套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主题鲜明，丛书共有10个主题，
如《大师谈启蒙教育》《大师谈教育沟通》《大师谈教育激励》《大师谈儿童习惯培养》等，这些主
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或是将来，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教育话题，也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二
是内容经典，丛书所选取的文章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前提下，从众多的大师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教育美
文，都有一定的高度，融故事性和哲理性于一体；三是大师众多，丛书所选大师以教育家为主，囊括
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等，既有先辈，也有就在我们身
边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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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孩子需要激励  [苏]苏霍姆林斯基  要敢于鼓励学生“超大纲”  [美]M.S.斯特娜  孩子期待的是鼓
励和表扬  [日]星一郎  不要为考试不合格羞愧，而要承认孩子所作出的努力  (美]约翰·格雷  替代惩罚
的方法就是奖励  [日]黑柳彻子  “真是一个好孩子！”  [美]本杰明·拉什  自我激励不可少  叶圣陶  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冰心  我的教师  卢勤  孩子渴求赏识  于永正  翘起大拇指  李镇西  珍藏和放大孩子的
光荣和自豪  周弘  快乐成长。出现一个奇迹  章龄龄  要多“鼓励”，它永远是家教的第一词汇  朱永新 
说你行你就行第二篇  激励的效果  [德]卡尔·威特  鼓励是进步的动力  [关]劳伦斯·斯坦伯格  表扬孩
子的成就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潜力可以成就任何伟业  [加]G.金斯利·沃德  面对失败  [美]戴尔·卡
耐基  赞扬的魔力  [美]奎尔·哈德曼  激励是成功的灵魂  [美]杰弗里·布拉尼  有效的鼓励能够造就天
才  [加]G.金斯利·沃德  成功  [美]本杰明·拉什  坚毅乃成功之道  [美]刘  墉  多抓几把豆子  卢勤  赏识
的力量——相信你能行  赵忠心  最好的奖赏  李镇西  用善意的“谎言”鼓励孩子  魏书生  后进生也能
成就大事业  张化万  把潜能转变为显能第三篇  激励的艺术  [德]卡尔·威特  夸奖的诀窍  [美]芭芭拉·
科洛罗索  从鼓励开始，培养孩子自律  [美]凯文·莱曼  用鼓励代替表扬的一些例子  [韩]李宝嫣  奖励
制度  [美]托马斯·费兰  肯定性的激励方式  [美]塞勒·塞维若  如何激发你的孩子  [美]罗恩·克拉克  
在课堂上树立学生的信心  刘彭芝  赏识是最好的激励  窦桂梅  激励的艺术  卫亚莉  赞赏和鼓励技巧  王
极盛  表扬孩子的8种技巧第四篇  信心和潜能的来源  [德]卡尔·威特  有效的夸奖可以产生无穷的信心 
(美]拿破仑·希尔  信心的威力  [美]M.S.斯特娜  你是最好的！你应该表现自己！  [英]赫·斯宾塞  如何
运用有益的暗示在孩子的教育中  [美]斯托夫人  培养自信心的锦囊  [德]阿尔伯特·翁施  鼓励与表扬  [
美]海穆·基诺特  赞美与诱导  [美]杰弗里·布拉尼  不要用不必要的比较来伤害孩子  [美]斯宾塞·约
翰逊  开发自己的学习潜能  陈鹤琴  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  魏书生  成绩差的孩子也有潜能  朱永
新  理想的父母  陶西平  要做爬起来最快的人  李庚南  他终于举手了第五篇  正反的对比  [美]戴尔·卡
耐基  鼓励更易使人改正错误  [美]斯托夫人  责骂孩子不如给他一点温暖  [日]曾野绫子  与批评孩子相
比表扬更重要  [美]海姆·G岩诺特  表扬与鼓励  [美]奥里森·马登  失败了以后[奥]阿尔费雷德·阿德
勒  先天素质与后天培养  [美]刘墉  天才与白痴  陈鹤琴  积极的鼓励比消极的刺激好得多  朱永新  爱心
产生奇迹  陶西平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  卢  勤  “你太没有出息了”——被否定的孩子没有了上进心 
袁卫星  唤醒之后的激励  周  弘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张  勤  批评是不可缺少的  毕淑敏  附耳细说  章龄
龄  要明白，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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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孩子需要激励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叶圣陶　　担任小学教育事业，便是一种帮助
儿童、尽力社会，并有益于自己的活动。然而要使给予儿童的帮助确属有用，要使社会的幸福确有增
进，要使自己对于本分确无遗憾，不是担任了就行，还得认清教育事业的意义。小学教育的意义，概
括地说来便是使儿童在行为上得到新的人生观。要达到这个目的，须承认人生必须是自觉的、自动的
、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而以教育作手段使学生养成这种种品德和习惯，以至达到最高的高度。
那玄虚、抽象、仿效、克制、被动的人生观，当然不是现代人所应当具有的，当然不能拘守着作为教
育的出发点。　　小学教育的意义既然认识清楚了，第二，我们就要想一想：知识究竟是什么？求知
识的动机由于需求，没有需求，便得不到知识。所谓需求，就是满足现在的欲望，达到愉快的境地，
所以知识是帮助我们计划、支配我们行动的。我们的行动要有意义，计划要收到效果，非有知识不可
。我们不是先有了知识，才有计划有行动的。知识的价值全在于即知即行，当时应用。以前的教育叫
儿童学习知识技能，预备着他们将来应用，所以儿童在学习的时候就很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
因为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教师说：“你们有了知识，可供将来应用；你们修炼品德，预备将来进
入世间生活。”儿童就会想：“我们现在难道不生活在世间吗？现在和将来的分界线在哪里呢？现在
的所作所为原来只是预备，那么都可以不算数吗？到了将来，就可以什么都不用预备了吗？’’这等
怀疑影响到实际，便是没有学习的诚意。如果改变以前的见解，认定儿童的现在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
一部分；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需要他们自己去应用知识方能完成；那么他们在当前的环境中有所
需求，自然会自己去研究，寻求出道理和办法来，还会自己去试验这些道理和办法是否切合实用，来
证实它们的价值。经过这样的研究和试验，他们得到的便是真的知识。试问真的知识有不能支配行动
，不和行为合一的吗？　　教师有什么可以授予儿童的呢？除却物质的东西可以授受，属于精神方面
的知识是谁也不能授予谁的。因为知识是求知者主观的欲望和兴趣的结晶体，离开了求知者的主观便
无所谓知识，所以知识只有自己去求，别人的知识只能由别人去应用，我不能沾他的一些光。教师的
真知识终究是教师的，与儿童没有关系；教师用语言和文字将古人的和自己的经验一一传授给儿童，
即使这些经验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义的，也不一定能使儿童得到真知识。因为这许多经验在教师固
然已心领神会、亦知亦行了，在儿童也许不觉得需要，不发生兴趣。如果这样，这许多经验就不会加
入儿童的知识的总和。儿童总要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所需求，自己去研究解决的办法，还要自己证
实过、经验过，才会得到真的知识。有时他们听讲看书，却不立即信从别人的经验；而运用自己的推
想力去寻求实证和实验，最后得到了和听到的看到的相同的结果，这也是他们的真知识。但是这等情
形不一定常常遇到，总要自己实际经验实际证实，才能得到真个理解。　　我们既然认定知识不是可
以传授的，那么对于儿童，我们决不能将现成的知识装进去，而要使儿童自己做将出来；不是使儿童
学习了现成的知识预备应付将来的事物，也不是使他们只为了有知识而去求知识而是使儿童从事物中
寻求真知识，并用真知识来支配他们的行动。儿童遇到事物，发生了求知识的动机，于是亲自去观察
、去试验，结果，他们对于这事物得到了一宗新知识，他们在生活中就有了一个新趋向。这种活动创
造的能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用得着，这才是怎样做人的根本方法。学校教育能注重这一点，学生
就能不断创造，以谋社会的进步。他们何尝有为了有知识而求知识的观念呢？何尝觉得自己做了求知
识这样一件特别的事呢？　　知识的由来既如上面所述，那么第三，我们就要想一想：怎样可以让儿
童经常有求知识的动机？要讨论这个问题，先要说明一下本能、欲望和兴趣。儿童都有他们的本能，
在粗心的老师看来，这没有什么意义，有时还加上一个“无意识”的评语，表示厌恶和不屑道。其实
本能正是教育的原料，如果不加以陶铸，对于人生不产生价值，所以无所谓善恶。如果能引导，没有
一种本能没有积极的倾向，不过有的比较容易陶铸成良好的品德，有的比较难一些罢了。教师如果能
留心儿童的本能，便可以在教育上找到扼要的手段，随时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儿童的某一本能倘若
有善的倾向，便应该设法使他们尽量发展，渐渐成为有意识的习惯；倘若有恶的倾向，便应该设法引
导他们转向积极，不使造成恶的结果。阻遏决不是正当的方法，如果将儿童的各种本能阻遏净尽，教
育就失去了原料，那还有什么教育？　　欲望是人生活动的原动力。欲望的起源由于感到缺陷。渡水
不得，便想造船；致远累事，便想造车；推而广之，便是哲学科学，哪一件不是从弥补缺陷起源的。
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
顺着他的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人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顺着
他们的欲望，并不是使他们纵欲肆志，而是不加摧残，不与违拗，引导他们满足欲望，归结到合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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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统的道路上去。他们的欲望有时是不应达到的，或者是扰乱秩序的，这也不可以遏止，（无论何
人，欲望受到遏止将会何等懊丧！）最好用替代的方法以求补救。他们有了替代的欲望，不蹈空虚，
不生恶果，终于得到了满足，那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快活？倘若为了维持秩序，不想个替代的方法
，只一味遏止，秩序固然维持了，却断丧了他们活动的原动力，实在得不偿失。　　兴趣是我们生命
所寄托着的。一个人的世界，不能大于他兴趣所及的范围，唯有这个范围方是他内在的真实的世界。
在他所感兴趣的范围以外，固然有许多事物围绕着他，但是他视若无睹、听若不闻，对他来说，可以
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平常大家以为我们的环境便是围绕我们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其实我们所寄托的只
有我们经验过的一部分事物罢了。所以人的生活，以他的兴趣所及的事物来划定广狭远近的范围。一
个人兴趣所及的事物很少，那么他的生活就非常狭小浅近。以前的小学教育，较好的也不过求教授有
趣味，至于儿童是否真有兴趣，他们就不管了。他们这样做，怎么能不收到儿童的人生非常狭小浅近
的结果呢？今后的教育要着力于扩充儿童兴趣所及的范围，并使他们养成终身的习惯。一个人影响他
人的能力的大小强弱；多半靠他自己的兴趣的多少和深浅。无论何人，如果要影响他人，必须同情和
了解他人的兴趣所在。所谓同情和了解，就是从他人的观点去看当前的事物。所以教育者须要扩充自
己的兴趣范围，更须要真切了解儿童的兴趣可能及到的范围。　　要使儿童经常有求知识的动机，须
要根据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想方法来引导他们的本能，顺应他们的欲望，扩充他们的兴趣。教
育者要尽这许多义务，仿佛戏台上值场面的人，把种种事物都安置妥当，但是怎样表演怎样说白，还
要让演员自己去做。教育是有最终的目的和价值的准绳的，教育者的义务便是使儿童得到合理的系统
的知识，确定他们的新人生观。如果能给儿童布置个极其适当的环境，自己却忘记了自己是教师，而
且使儿童也忘记了我是个教师，只觉得我是他们的环境之中的一个同情的互助的伴侣，这才是今后所
需要的教育者。儿童和教师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彼此是同情的互助的，那么学校便是社会，学校生活
便是社会生活。　　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
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
，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
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
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
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
都能应付裕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
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
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
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
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
。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99分
，而代数却只得了52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
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
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
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
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
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
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
。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
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
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
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
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
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
工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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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
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
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
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
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
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
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
然的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下，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
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的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
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
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
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
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
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
，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
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
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
如“癫虾蟆”、“双料癫虾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
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
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
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
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
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
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
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
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
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
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15岁。　　我从中学毕
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
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将事，宁可将大学
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
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
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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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大师谈教育激励》，读者会沐浴在教育智慧的光芒之中，享受心智的快乐，从而多一份教
育的眼光，多一份教育的思维，多一份教育的感悟和启迪。当然，这些收获不是囫囵吞枣就能获得，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它需要反复的咀嚼、不断地玩味，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功夫，
做到“学、问、思、辨、行”的有机结合，才能从微言中晓其大义，才能从平凡处见其神奇，才能真
正体会教育的真谛，发现教育的乐趣。

Page 7



《大师谈教育激励》

精彩短评

1、好老师、孩子⋯⋯是“夸”出来的
2、买来写学年论文  希望能有启发！耶~
3、不错,真的不错
4、老师推荐的。还没看，但刚才翻了几也，书的质量不错，有教育家的事例和详细方案，比较具体
。
5、很好的书，有帮助
6、本书由一篇篇的文章组成，每篇文章都是教育大师结合具体事例谈论他们的教育观点，认真品读
，就能从中总结出一个个的教育理念。对我们教学以及教育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7、印刷精良、分析透彻、入木三分，不失为一本好书，就是收到货时有雨水淋湿了它一点点，封面
有点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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