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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启迪智慧

◎万吉秀

从教至今，时刻都在反思：到底该怎

样进行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该

做一个怎样的老师，该如何做？学生在校

不紧要学会如何考高分，还要在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都有所成长。作为老师不能只是

知识的搬运工，更要用智慧启迪智慧，引

导学生去寻找知识，获得知识，增长智慧。

作为教师已是第四个年头，但是教师

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教书？育人？如何教

书？如何育人？我们教育的目的何在？这

是我这四年来在面对诸多教育教学问题时

不断思考的一些问题。曾经，我以为教

书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尽可能地告诉学生，

让学生也知道，包括学科知识、人生感

悟等等。然后让学生照着去做，在考试

中取得好成绩，在日常规范中不犯错误。

于是我很认真地备课，尽可能地让自己

知道更多，对不听话学生苦口婆心地进

行说服教育。虽然最终也被学生接受，

偶尔也有不错的成绩，但是总感觉还欠

缺点什么，似乎这不是教育的最终的目

的，这也还不够让我成为一个让学生以

及我自己都敬佩的好老师。

一、教育的目的——启迪智慧

古今中外有许多关于教育的话题，其

中不乏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例如“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既

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

道理其实很简单，鱼是目的，钓鱼是手段，

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解长久之饥，

如果想永远有鱼吃，那就要学会钓鱼的方

法。同样，近代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在其

《教学合一》里也曾说：“好的先生不是

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纯

粹“教书”是我们把活泼的学生当成了“书

架子，字纸篓”，而“教学生”也就是把

我们所有的都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的真

理无穷，我们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

所以我们能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终归

是“不妥当的”。所以好的先生是“教学

生学”，“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

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

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情

景，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

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

问题。”也就是启迪学生的智慧。20 世纪

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教

育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其《教育的目的》一

书中更是直接指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

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

之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智慧的

人，通过知识理解生活，成长智慧。”

我现在教学的学生是从初中刚进入高

中的学生，他们在学习上，尤其是我所教

学的历史学科上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初中

阶段那种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上，对于历

史事物之间发展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很

难去理解和把握。所以在教学上，我不能

只把知识点是什么告诉他们，也不能直接

把其中的内在关系告诉他们，而是要交给

他们方法，启迪他们自主地去分析和探究，

让他们能够自己去发现历史的奥秘，发现

历史的规律，去认识历史不是一团死记硬

背的知识点，从而由衷地对它产生兴趣。

并且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用以解决自

己遇到的困惑，真正做到“读史使人明智”。

同样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

他们都正处于未形成、正形成阶段，总之

是不成熟的，迷茫的。对自己的人生、未

来没有想法和规划。而此时，如果我们一

味地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

的，什么样的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必

须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样的结果是，作

为鲜活个体的学生可能不会接受，即使接

受了，照着做了，那么将来的社会可能都

是一个模式的人，而不是多样的富有创造

力的。如果在遇到我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时，他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所以教育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前人的

智慧以及我们的智慧都传给学生，而是以

此为手段启发他们的智慧，去探索他们自

己的人生路；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成为适

应社会需要的人。

二、教育者的责任——以智育人

“以智育人”既是前人的智慧，也

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更是教育者自身的

智慧，同样的知识不同的人教出不同的效

果。在此次同课异构大赛中我有着非常深

切的体会。同样的一课《“一国两制”伟

大构想及其实践》，来自全省二三十所中

学的老师有二三十种不同的上法，其中有

的真的让人非常的震撼和欣赏。从课件制

作，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挖

掘上以及调动学生方面都能体会到一种智

慧在里面。所以要想达到启迪智慧的教育

目的，作为桥梁的教育者必须是个有智慧

的人。首先我们也应有智慧地去掌握前人

的智慧，也就是我们也必须丰富我们的知

识。其次能够对这些知识进行深入理解和

灵活地运用，比如：改变教学方式，教学

手段。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

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引导他们去

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把学生当作一

个空罐子，一味地用讲授的方式进行灌输

式教育。这样无法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

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久而久之，学生

变成接受知识的容器，变成了知识丰富却

没有智慧的书呆子。要留给学生更多的时

间和空间去自由思考，我们不能把所有时

间都占满了。再者，作为教育者，尽管我

们拥有比学生更多的知识，但是也要和学

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才能给学生

更多的信心去激发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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