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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苏霍姆林斯基人学思想的现代审视

史文秀 1，郑益乐 1，2

（1.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2.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教育学就是人学”的命题，认为“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在于如何去爱学生”，把整个心

灵献给孩子。在他看来，师爱是具有童心的理智人道之爱，教师应视儿童快乐为自己的最大幸福，仁慈地善待并尽力成全每一

位儿童。反观幼儿园教师师爱的实然状态，我们发现存在以爱之名苛责儿童、以拯救式心理施爱、对儿童选择性施爱以及“廉

价之爱”盛行等诸多问题。苏霍姆林斯基的人学教育思想为回归爱的本真、重塑师爱提供了可能路径：把握好爱的分寸，将“火

热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融为一体”；对弱势儿童施以“保护性教育”，让儿童“永远感到自身的庄严”；营造关爱共生的人际氛围，

打造“留恋和怀念的人道精神圣地”；给每位孩子“特别的爱”，使儿童“一切天赋和才能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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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Teachers’Love: Pursuit in Human Nature, Dilemma in Practical
Reality, and Its Inevitable Solution

— A Modern Survey Based on Suhomlinsky’s Humanist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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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viet educator Sukhomlinsk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pedagogy is anthropology”and believed that“the whole mys⁃
tery of educational skill lies in how to love students”and one should dedicate his whole heart to children. In his view，teacher’s love is
rational and humane love with child’s heart，teachers should regard children’s happiness as their greatest happiness，treat it kindly
and try to make every child whole. On the contrary，we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harsh accusations against children in
the name of love，love with a rescue mentality，selective love for children，and the prevalence of“cheap love”. Sukhomlinsky’s anthropo⁃
logical education provides a possible path for returning to the true nature of love and reshaping teacher’s love: to grasp the right propor⁃
tion of love，to integrate“hot feelings and calm reason”; to give“protective education”to disadvantaged children，so that they“always
feel their own solemnity”; to create a caring and symbiotic interpersonal atmosphere，to create a“humane and spiritual sanctuary of at⁃
tachment and remembrance”; to give each child“special love”so that“all the gifts and talents of the child are brought into fullest play”.
Key words: teacher’s love; Sukhomlinsky;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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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爱是教师在自然爱基础上生成的一种职业

之爱，是教师对幼儿的高尚情感［1］。师爱如水，师

爱如烛，在教师职业道德语境中，人们争相用赞美

之辞来讴歌着师爱之伟大。然而，师爱却很少受

到学术研究应有的观照与关注，对幼儿教师的师

爱更是缺少必要的探讨。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的师爱思想，对于研究幼儿教师师爱的形态

与本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

拟尝试从苏霍姆林斯基的师德观出发，来探究幼

儿教师师爱的应然状态，并在反思师爱偏倚的基

础上，提出重塑幼儿教师师爱的现实路径，以期为

促进我国幼儿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应然追求：苏霍姆林斯基人学视域下

师爱的内在意蕴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教育学就是人学”，

“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在于如何去爱学生”，教育

应顺应人性，从而培养真正“大写的人”［2］13。基于

人学教育观，苏霍姆林斯基对师爱的内在意蕴进

行了深刻的探讨。

（一）师爱的核心内涵：具有童心的理智人

道之爱

爱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之底色与追求，

是具有精神品性的爱，这种爱有其自身的特性。

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爱学生》一文中指出，“教

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理智的人道的爱”，是触及

儿童理智和心灵的地方，是打开儿童心灵“黑匣

子”的钥匙［3］437。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师爱之所

以是理智的人道之爱，是由于师爱充盈着教师使

命与责任的自觉意识，是教师对教育教学的深沉

思考和高尚德性。在此，人道即教师对儿童基本

且必要的人道主义关怀，包括珍视儿童生命、富

有同情心、尊重地位与权利、呵护人格与尊严等

道德理念；而理智则是基于明辨是非善恶而做出

的一种合乎理性的行为选择。苏霍姆林斯基强

调师爱必须以理智作为前提，时刻保持“冷静的

头脑”，指向“儿童的发展”，把“人的毛坯全都造

就成真正的人”，而不是类动物的本能之爱，更不

是轻浮之爱与宠溺之爱［4］821。教师要“成为火热

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融为一体的大河”，在教育

过程中沉着、审慎、注意分寸感和内在涵养［2］145。

同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师爱”要建基于

“童心”基础之上。教师需要拥有一颗“儿童之

心”，以“同理”之心去感触儿童视角与观点中的

世界，即所谓“推己及人”。在苏霍姆林斯基看

来，教师要“时刻不忘自己也曾经是孩子”，对儿

童的处境与立场要感同身受。“只有能以敏感的

心灵去觉察学生最细微的内心活动的人，才配称

为善良的人，才有权利当学生的导师。”［5］710实际

上，苏霍姆林斯基“人学”的真谛就在于他的“儿

童学”，在于以“同理心”来看待儿童的存在价值

与独特属性，并以此作为改良教育的重要举措。

儿童是“幼苗”，“是人民这棵永存的大树上最柔

嫩、最纤细的枝条”，“充满着纯洁的人性光

芒”［6］183。儿童有时虽然会犯错误，但他们从来不

会蓄意做坏事；如果儿童认识到了自身错误，他

们就会主动改正；教师不应将儿童的错误作为集

体讨论的内容，把儿童置于众人指责的位置，使

儿童稚弱的童心遭受来自四面八方好奇目光的

打量，从而造成儿童心灵的伤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霍姆林斯

基眼中的师爱，应是具有童心的理智人道之爱。

学校作为教育的圣地，理应充满仁慈和关怀的气

氛。但是，教师之爱必须是理智且富有“童心”

的。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够叩开这座名为“童年”

的神奇宫殿，助推儿童的终身发展，把“人的毛坯

全都造就成真正的人”［5］752。

（二）师爱的内在规定性

1.师爱的逻辑起点：仁慈地善待每一位儿童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应该是仁慈和人道

的圣地，是修身养性与充满最微妙、最高尚的人类

情感的圣殿。然而，他却痛心地发现，“事实上学

校有时却成了专横跋扈和没有公道的场所”［3］511。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学校中许多教师存在着昏

沉甚至是野蛮的不文明现象，如呵斥、恫吓、拔得

高高的声调等，使原来的心灵圣地成为了儿童望

而生畏的罪恶大本营和“心灵屠宰场”［2］104。

对此，苏霍姆林斯基呼吁人们：“要用慈爱和

善良去接触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物质——儿

童的心灵……就像绿叶向着太阳那样，让您的学

生的心灵向着慈爱和善良吧。”［3］521苏霍姆林斯基

指出，一个好的教师首先就意味着他是个热爱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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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人，“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关心孩子

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

自己也曾是个孩子。”［5］58教师应细心呵护那些正

在成长中的幼苗，仁慈地善待每一位儿童，“我们

做教师的应该像果园的园丁精心地照看嫁接到

野生植物上的果树，爱护它的每一枝、每一叶那

样，爱护和保持孩子们身上的一切好品质。”［7］43-44

可以说，从苏霍姆林斯基教育遗产的书山卷海

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孩子那份浓厚的

慈爱，这是教师师爱的逻辑起点。

2. 师爱的至高境界：视儿童快乐为自己最大

幸福

现代社会，当我们在谈及师爱时，许多人往

往从道义论、契约论或功利论的视角出发，认为

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言人，应该从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即儿童立场出发，履行好岗位职责与义务，善

待和珍视儿童。无疑，这点具有相当地合理性。

但是，在“道德破碎”的时代，若将教师的师爱仅

停留在任务、义务、职责等“不得不为”的被动层

面，那么教师将丧失完善自身德性品质的重要契

机，从而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教育热情。如此这

般，所谓的师爱可能也只是变成了教师伪善的一

种形式而已。

针对这种情况，苏霍姆林斯基特别提醒说：

“教育工作中的最大危险是感情上的沉睡状态。”

“精神生活的贫乏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教师最

可怕的敌人。”［3］53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真正的人民

教师和受教育者在精神生活上是高度一致的，应

该视儿童的快乐为自己的最大幸福，有高度的主

动性与自觉性［8］。在他看来，真正热爱孩子的教

师，应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心，以及表里如一的行

为与态度，能“意识到和感受到每一个孩子的命

运都由他负责”，“教育者的道德纯洁和道德完

美，在塑造人这种称之为教育的最微妙的范围

内，实质上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唯一前

提。”［3］286教师应将自身的职业生活与学生发展结

合起来，完善自我的人格境界，使教育活动成为

教师的内在精神需求，而非一种责任与负担。

3.师爱的价值归宿：尽力成全每一位儿童

大自然在每个孩子身上都埋藏着宝贵而丰

富的资源，充分挖掘这些潜藏于儿童身上的资

源，尽力成全每一位儿童，是师爱的应然指向与

价值真谛。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每个刚出生的孩

童尽管拥有无限潜能，但只是“未完成的人”，儿

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后天经验的塑造与改造。在

他看来，师爱的真谛“在于发掘每个人身上那种

一经发挥就能给他带来创造欢乐的宝贵素质和

才能。”“我们做教师的就应该做拓荒者”，尽力成

全每一位儿童，使“每人身上耀眼夺目的一面都

将被发掘出来”［2］21。

然而，苏霍姆林斯基却遗憾地发现：许多教

师低估儿童发展的可能性，交给孩子一些无需多

大努力即可完成的任务，使儿童深藏其中的精神

能量无从释放，长期处于睡眠甚至萎缩的状态。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开发儿童潜能，促进其最大

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教师要坚

信：“在我们的学生身上，潜藏着天才的数学家和

物理学家……从事创造性劳动能手的禀赋。”［9］15-16

但是，儿童的潜能通常不会自发涌流，只有在具

有挑战性的活动中才能迸发出来。因此，教师要

帮助儿童树立远大理想，通过教育活动来激发儿

童新的可能性，帮助“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顶峰，

不要迷失通往顶峰的方向，更不要从旁而过”，向

自己的潜能极限挑战，将看似高不可攀的高峰踩

在脚下并引以为豪，这才是师爱的价值归宿［2］145。

二、实然困境：幼儿园教师师爱的偏倚

师爱是优秀幼儿教师的宝贵品质，更是对儿

童开展保教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幼儿园面

临的保教情境更加复杂化，幼儿园教师的“道德

人”身份标识受到物欲工具、实用理性等社会思

想的影响，师爱出现了一定程度地偏倚与异化。

（一）以爱之名苛责儿童，使儿童对教师“敬

而远之”

近年来，由于社会人才竞争的加剧，“不能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躁情绪迅速弥漫，幼儿

园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相当一部

分幼儿园出现了过早地让孩子背唐诗宋词、学加

减乘除运算、练习写字等“小学化”倾向，一些“好

心”的教师在“恨铁不成钢”的心态驱使下，将自

己的愿望、想法强加给儿童，过分地重视知识、技

能的传授与掌握，而忘却了幼儿园保教的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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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与快乐幸福、习惯养成与心智启蒙、理解尊重

与保教关爱的独特本质特征［10］。许多幼儿教师

的初衷虽是“爱之深”，但却在日常保教工作过程

中表现出强烈的“责之切”倾向，以“爱”之名，对

儿童进行苛责、批评，甚至是训斥、挖苦、讽刺儿

童，体罚或变相体罚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儿童

内心对幼儿教师“敬而远之”。

实际上，幼儿园作为学校教育的奠基阶段，培

养儿童良好生活习惯、促进人格健康发展乃是幼

儿园保教工作的首要使命。然而，一些教师却奉

行“严是爱、松是害”的教育理念，把自身的“好心”

强加于儿童之上，这种做法貌似对儿童眼下发展

有利，实则是以损害儿童的长远发展为代价。有

研究者指出：苛责之爱实则是一种强权之爱，压抑

了儿童天性，漠视了儿童生命的充盈以及由此所

带来的欢愉，给儿童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压

力，使儿童尚未入学就已厌学，甚至留下不能释

怀、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11］。可以说，这种爱虽出

于“好心”，但幼儿教师这份“苦爱”严重背离了爱

的本义，使儿童不仅感受不到教师之爱，还会造成

师幼关系的隔阂与紧张，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二）以拯救式心理施爱，使儿童自主发展权

受到压抑

纵观当前幼儿园的师幼关系，我们惊讶地发

现，很多幼儿教师存有一种拯救式的心理，这种

师爱表现为一些教师总觉得幼儿年龄尚小，身心

各方面稚弱，若不能时时、处处、事事做到关心，

唯恐孩子会出现各种问题。可以说，这类教师对

幼儿园保教工作非常尽责，对幼儿精心呵护、关

怀备至。同时，这类幼儿教师过分提倡以幼为

本，坚信积极评价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在保教

工作中往往大唱赞歌，对幼儿的表扬、称赞不绝于

耳，试图努力拉近与孩子的人际距离；对孩子的错

误，则以保护孩子自尊心为由，往往轻描淡写、熟

视无睹，很少对孩子进行批评、惩罚，甚至带有一

定的讨好意味，俨然一副“老好人”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拯救式施爱，名为

师爱，实则为祸，使儿童的自主发展权受到压

抑。一方面，两岁以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萌芽，儿

童期望能够自主地决断和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他们不希望成人过多地干涉。儿童有自

己独立的思维和感情，叛逆时期的学前儿童不愿

再做“温室里的花朵”，他们需要阳光的沐浴，但

更需要暴风雨的洗礼。如果教师施爱过度，会让

儿童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引起他们的抗拒心

理，这样无形中也剥夺了儿童尝试错误、积累成

长经验的机会。另一方面，“小树不剪不成材”，

过度的表扬与称赞，固然有助于儿童自信心的形

成，但儿童若听惯了赞美之言，享受惯了成功的

喜悦，还能经受得住未来人生的考验与挫折吗？

况且，对儿童的不良行为，若不能及时给予必要

的惩罚，久而久之，不良行为得以固化，重新改过

迁善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三）对儿童选择性施爱，使师爱成为保教公

平的“绊脚石”

“必须承认，情感之中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教

育‘爱’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形的控制霸权。”［12］教育

爱作为幼儿园的一种制度道德，是通过教师的职

业道德情感来展现和发挥作用的。教师之爱对所

有孩子应该是公平的，教师应该把爱洒向每一位

儿童。然而，在教育爱的施予过程中，由于幼儿教

师的个性偏好以及利益考量，师爱往往呈现出一

定的选择性。一些教师对长相甜美、乖巧听话、反

应敏捷、与自己配合得当以及家庭社会地位较高

的儿童，存在着明显地偏爱倾向；而对那些调皮捣

蛋、反应木讷、家庭背景较差的孩子，则漠不关心，

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是流露出厌恶的神态，

难以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不能公平地善待每

一位儿童，从而导致师爱出现了异化。

“爱心就是真诚地爱每一个学生，无论家境

贫贱，无论成绩好坏，无论品德优劣。”［13］诚然，人

们都会喜欢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这是人之常

情，不足为怪。但是，如果幼儿教师从言行上明

显表现出对优异孩子的偏爱，就会产生一系列的

消极影响。师爱的选择性与不均衡性，一旦被儿

童所觉察，便会留下强烈的心理暗示。对缺乏关

爱的孩子而言，往往会挫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导致其产生悲伤、沮丧、胆怯的自卑心理，或是引

发怨恨、自暴自弃的对抗心理。与之相对应，被

怜爱者往往则会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而出

现自满、自负、自傲的不良情绪，引起其他孩子的

抵触、挖苦或打击，造成同伴之间、师幼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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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紧张，成为幼儿园保教公平的“绊脚石”。因

而，从本质上来说，偏爱是一种畸形之爱，与我们

所倡导的纯洁、高尚、公正、无私、广博的师爱是

完全相悖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情感［14］。

（四）“廉价之爱”盛行，使师爱的激励价值受损

师爱是一种导引，更是一种激励，师爱的表

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幼儿教师可以通过语言、

表情、手势、眼神、动作等多种方式来传递爱的信

息。但是，在现实的幼儿园保教实践中，我们经

常可以看到这种廉价性的师爱表达方式，比如，

“你真棒”“你太聪明了”“回答得很好”等重复性、

单一性的评价，以及发小红花、奖红五星、给孩子

手背上贴画等司空见惯的做法。诚然，这些做法

具有相当地合理性，但这种表面、刻板的“廉价

式”师爱，并没有对儿童言行背后潜藏的品行做

进一步评价，没有依据当前的教育情境“量体裁

衣”，更看不出教师对儿童的殷切期望，只是笼统

性地采用惯常性的方式一带而过，有些教师甚至

对此乐此不疲。

师爱应从儿童的情感世界出发，寻找儿童乐

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因事、因时、因人而宜，让儿

童感觉到教师对自己的关心与在乎，从而点燃孩

子进一步的学习与探究激情。毫无疑问，“廉价

之爱”并没有让儿童深切感受到教师之爱。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种“铺天盖地”的廉价式师

爱方式运用过频，将会使儿童的敏感力逐渐降

低，最终变成为一种敷衍之爱。长此以往，这种

师爱会被当成是一种廉价的情感慰藉，从而失去

对爱的期待。尤其是当儿童取得较大进步或者

面临重大困难时，如果幼儿教师仍然采用这种不

痛不痒的表达方式，将会使儿童对师爱变得麻

木，甚至认为这种师爱毫无价值，产生厌恶、逆反

情绪。因此，这种师爱，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情感

激励效果，其边际效用势必也将逐步降低。

三、必然路径：回归爱的本真，重塑幼儿

园教师师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师爱出现了

一定程度地偏倚与异化。面对师爱中的“非和

谐”，在思考以何为导向，重塑幼儿教师师爱时，

我们或可以汲取苏霍姆林斯基的师爱思想，来探

寻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提升的可能路径。

（一）把握好爱的分寸，将“火热的感情与冷

静的理智融为一体”

任何事物都有维持其特定属性不变的阈限，

超出这一合理范围，便会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

导致事物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变成另一事

物，这就是物极必反，师爱亦是如此［2］161。正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强调的，教师要成为合格的教育艺

术家，将“火热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融为一体”，

让儿童成为有勇气的人［15］。因此，师爱是有限

度、有原则的，幼儿教师必须对师爱要有理智而

清醒的认识，把握好爱的尺度和阈限，给予儿童

恰如其分的爱。

可以说，幼儿教师对儿童的爱与严格要求是

有机统一的，只有严爱相济、爱中有严、严中有爱，

把握好严与爱的分寸，才能使儿童在教师的精心

哺育下茁壮成长。一方面，幼儿教师要给予儿童

以充满亲切感、关爱感、幸福感的师爱。“把整个心

灵献给孩子”，“以自己的心去感觉另一个人的心

脏的跳动”，把爱的种子洒播到孩子心中，用满腔

的热情，真诚、无私地关心和爱护儿童，做孩子的

“慈母、导师、挚友”［16］659-660，尊重他们的人格、权利

与地位，让儿童在师爱的阳光照耀下快乐地成

长。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写到一位女教师因孩子

上课总是笑，通过学生手册反馈给家长，家长不认

为笑有什么问题，没有采取措施。但第二次这位

教师用严厉地批语写道：“沃洛佳上课继续笑，请

采取严厉措施。”母亲把孩子痛打了一顿，他再也

不笑了［3］516。这正是因为教师缺乏对孩子的关心

造成家长对孩子的抽打，它不仅摧残儿童，还会使

他变成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另一方面，幼儿教师

要注意把握爱的分寸感，保持爱的理智性。师爱

不是溺爱、迁就、放任与偏袒，更不是以保护之名

把儿童变成笼中小鸟，而是要教导他成为展翅飞

翔的雄鹰，让儿童成为有勇气的人。因而，幼儿教

师必须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给予孩子的师爱，必须

要体现爱中有严、爱中有度、爱中有方的要求，而

不是丧失原则一味地进行那种甜言蜜语式的抚

慰。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严格要求要合乎人才

培养规律的要求，切忌板着冷冰冰的面孔来面对

儿童，更要防止和杜绝诸如体罚和变相体罚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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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等践踏师德底线的事件发生［17］。

（二）对弱势儿童施以“保护性教育”，让儿童

“永远感到自身的庄严”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幸

福。”［6］106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非每一位儿童

都可以享受到天伦之乐与公平、优质的幼儿园教

育。如父母离异、家长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以及

某些教师对弱势儿童的“选择性忽略”等，都对儿

童稚弱的心灵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在苏霍姆

林斯基看来，“儿童是人民这棵永存的大树上最

柔嫩、最纤细的枝条”，教师要遵循保护为先、教

育为重的“保护性教育”原则，重点加强对弱势与

特殊儿童的人文关怀，“保护儿童免受苦难的煎

熬”，让儿童“永远感到自身的庄严”［3］488。

对于幼儿教师来说，一是要安抚受到不良家

庭影响的儿童。教师要说服那些惩罚型的家长

放弃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教孩子，“搬掉压在

孩子心头的石块”，让儿童不再听到呵斥、打骂、

恐吓的声音。同时，鉴于“被痛苦摧折了腰杆的

人……很可能带着自己的创伤跪倒在上帝面

前”，教师要激发处于不利家庭成长环境的儿童

自尊自强，“挺起胸膛，永远感到自身的庄

严”［3］677，为那些在家庭中没有享受到父母疼爱的

孩子重建童年。二是要帮助能力差的儿童克服

自卑。幼儿教师要充分调动困难儿童的积极性，

为其提供自我表现的平台与机会，“使能力差的

学生在学校充实的精神生活气氛中，任何时候都

不要感到自己‘不够格’”［6］111，使儿童享受到新的

成功与欢乐，从而重塑其自信心与自尊心。三是

要宽容做错事的孩子。教师要以一种宽广的胸

襟，对儿童的失败与错误给予谅解与包容，“用慈

爱和善良去接触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物质

——儿童的心灵”［3］521，获取儿童的充分信任，帮

助他们分析错误的原因并指出解决问题、改正错

误的可能路径，使儿童在不断反思中改过自新。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提到的一位真正教育

家——薇拉·巴甫洛夫娜在日常教学中的做法：

一位名叫科里亚的孩子昨天没有来学校，这位教

师在课前询问他原因，科里亚因奶奶眼疾需要照

顾所以他没来学校，但在科里亚表述时却引起了

其他孩子的嘲笑和讽刺。面对这样的场景，这位

教师并没有严厉地批评孩子们，而是通过痛苦的

神情及共情的语言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这样做

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尊敬和善待老人［3］288。

（三）给每位孩子“特别的爱”，使儿童“一切

天赋和才能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每个孩子都有他自

己在某一方面的积极性，都有某种特殊的禀赋、

某些自然的素质和某方面的倾向性。”［7］101-102如果

教师能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给予每位儿童

“特别的爱”，使他们的个性得以张扬，就可以使

“任何一颗心灵里的火药被点燃”［6］238。因此，幼

儿园教师要考虑到每位孩子的独特性，并施以有

针对性的师爱，以激活孩子沉睡的发展潜能，从

而使“一切天赋和才能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具体来说：首先教师要了解每一位儿童的心

灵。“不了解孩子，不深刻注意发生在他们内心深

处的复杂活动，我们的教育就是盲目的。”教师应

该成为“拓荒者”，善于“了解儿童心房的每一次

搏动，了解每一颗心的心扉能被什么样的影响推

开”［3］571，对每位儿童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有针

对性地施爱打下基础。二是教师要向儿童的心

灵倾注自己的点滴心血。幼儿教师要充分理解

生命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成为孩子的知心朋友，

用慈爱和善良去抚触儿童的心灵，使儿童能从教

师的行为中感受到自身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在精神生活上的一致”，以激发

“每个人身上……的宝贵素质和才能”［5］502。三是

要唤醒儿童的人格特性。幼儿教师要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来促进儿童完满人格以及内在潜能

的发挥，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平庸儿

童，平庸儿童虽“从来不违反纪律，也不给教师带

来麻烦”，但却是一个“精神上的软弱者”［4］422-423，幼

儿教师要重视那些出现平庸苗头的孩子，帮助他

们打破定势，激发其沉睡的活力。面对平庸、性

格软弱的孩子，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做：一名叫格

里沙的男孩性格软弱，缺乏意志力，习惯忍受欺

负。苏霍姆林斯基利用寒假每天深夜让格里沙

给教室鱼缸换灯泡，去锻炼孩子的胆量。寒假结

束后，格里沙胆子变大了，不怕走夜路，并且对蛮

横的同学也敢于伸出拳头应对［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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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造关爱共生的人际氛围，打造“留恋

和怀念的人道精神圣地”

“学校，按其天性而言应是仁慈和人道的圣

地，是修身养性与充满最微妙、最高尚的人类情感

的圣殿。”［3］511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积极向上、相

互关爱的氛围有助于打造“留恋和怀念的人道精

神圣地”，使儿童更好地接受教育。在幼儿园集体

氛围中，每个儿童客观上成为他人成长的“教育

者”。师爱亦不是幼儿教师爱的单向传输，而是师

幼、同伴乃至自身之间一种爱的交互与交融［18］。

因此，幼儿园要重视营造关爱共生的人际氛围。

具体来说：一是要创设“充满欢乐和激情”的

幼儿园集体氛围。幼儿园是孩子们的“第二个家

庭”，相互关爱、友好竞争的氛围可以激发他们见

贤思齐的愿望，使孩子们产生奋发进取的精神动

力。幼儿园教师要构建生机勃勃、和睦友爱的大

家庭，在这个集体中，孩子们以关怀、体贴、爱护

为情感联结，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透射出家庭般

的温暖、亲切、真诚与信任，从而让心灵之乐的迷

人旋律充满班级。二是要构建友爱互助的良好

同伴关系。同伴之间可以发生潜移默化的教育

影响，每个孩子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一个

人只有当他自己也在教育别人的时候，他才能更

好地受教育。”［2］71教师应充分利用儿童好动、爱玩

的心理特征，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为方

式，重视儿童之间平等、民主、协商等社会品质的

培养，从而引导儿童将心灵献给他人，完善自己，

快乐自己。三是要教育引导儿童自尊自爱。自

尊自爱是“自我教育之母”，“只有在受教育者尊

重自己的条件下，才可能有自我教育。”［3］414幼儿

教师要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引导孩子“像照

镜子一样洞察自己”，不断反思自我和自我激励，

以成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把“不可能”变为“可

能”［2］69。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提到一名叫瓦莉娅

的老师，她正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不断地自

我激励，成为孩子们心中的榜样。这名教师说：

“孩子们好学的、信任的目光激起我新的力量。

我不能马马虎虎对付功课，我要取得更好的成

绩。似乎有另一个什么人站在我的身边，这个人

在严格地对我作出评价。”［16］609

四、结语

师爱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高尚情感的结晶，

也是幼儿教师做好保教工作的前提。正如苏霍

姆林斯基所说：“如果教师不爱学生，无异于歌手

没有嗓音，乐师没有听觉，画家没有色彩感。”［2］235

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对如何爱孩子有自己独特

的理解和感悟。在他看来，师爱并不是一种简单

的爱，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纯粹的爱，一种博

大的爱。尽管我们与苏霍姆林斯基所处的时代

不同，表达爱的方式和方法会有所差异，但是，苏

霍姆林斯基师爱的思想，对处于当今时代的每一

位幼儿教师仍然具有深远的思想启迪。

值得一提的是，对苏霍姆林斯基师爱思想的

当代理解与把握，需要我们恰当地把握师爱的伦

理边界。实际上，师爱是有边界的，我们必须要

把握好师爱的“度”。没有限度的师爱，就会变成

杂乱无章的爱，是不科学的。只有确立明确的师

爱边界意识，幼儿教师才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

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事情是幼儿可以独

立解决的、什么事情是需要教师帮助幼儿共同解

决的。可以说，厘清师爱的边界，才能使幼儿教

师的“理智人道之爱”成为可能。

因此，在幼儿园保教实践中，幼儿教师要懂

得师爱的艺术，把握好师爱的内在尺度。对幼儿

做到严爱相济、爱中有严、严中有爱，把握好爱的

分寸，爱的适时、适当、适度，从而使幼儿在教师

的精心哺育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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