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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节，孩子们欢天喜地，
一位年轻家长愁眉不展：以“乖孩
子”的标准看，他家孩子相当不
乖：爱说爱动，不够专心。其实孩
子的心态很阳光，就是有点“闹”。
家长担心：上幼儿园以玩为主，小
学不一样，老师肯定要“修理”他。

高悬的心在报到后稍微放
下，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安慰：每个
孩子都有不同特点，要尊重他们的
个性。因势利导，改掉毛病，发挥长
处。要是事先贴个标签，另眼相看，
甚至打压，学生很难健康成长。

遇上这样的老师无疑是幸运
的。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
一个”。有位作家说，编辑改文章
要多用“雕刀”，少用“锉刀”。尽量
保持作者的个性，“锉刀”用多了，
会磨平文章的棱角，难以出彩。做
文如此，育人同理。每个孩子的性
格、兴趣都不一样，教育也不该套
用固定模式。宜因人而异，多用“雕
刀”，缺点要凿掉，优点要雕琢。如
果片面追求整齐划一，缺点倒是
磨平了，优点也可能碎为“木渣”。

有个朋友去美国进修，把儿
子带去上小学。一次他看到孩子
竟然在课堂上看连环画《三国演
义》，老师也发现了。他以为老师
会没收连环画，把孩子训斥一通。
没想到老师走过去说：你自己看，
不要影响别人，好吗？儿子接着看，别人照常上课。孩
子爱看故事书，善于讲故事、写作文。课堂纪律对自
律稍差的孩子来说当然重要，但如何因势利导，实现
对孩子的科学管理却能看出教育理念的差距。

我们对待“千姿百态”的孩子，往往一把尺子量
到底。“好学生”的标准不外乎几条：听话，学习好，考
得好……符合的就是好孩子，否则就是坏学生。以固
定不变的标准，来框定千变万化的孩子，合适吗？培
养孩子有没有多元模式？评价有没有多样化标准？我
们希望每个孩子都一样优秀，但每个人要优秀得不
一样，各有各的“两把刷子”。

从小学到研究生，应试型教育基本上就是“过筛
子”，网眼大小固定，所有学生一一过。一旦发现“另
类”，有人就会拿起锉刀，擦平磨圆。几遍筛下来，学
生就大同小异甚至一模一样，就像流水线的标准化
生产。最近，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到上海面试
高中生，事后在报章发文感慨：学生们看上去都太完
美了，似乎看不出任何缺点；但看起来也太像了，像
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家具”一样。教育的目的究
竟是培养活生生的人，还是打造千篇一律的所谓“好
学生”？

统一的模式过滤出一堆“同人”，只有共性，缺少
特质。到学校问一些问题，学生们的回答都差不多，
语气、神情都像经过培训一样。这样的孩子，将来能
有多少创新能力？“钱学森之问”何时得解？

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孩子，为孩子打开
不同的世界。要听话，也要学会自己说话；守规矩，同
时不要太循规蹈矩。每个孩子都是一颗星，关键要找
到自己的轨道，绽
放不同的光彩。“我
就是我，是颜色不
一样的烟火。”

崔书华是大安市两家子镇中心校退休教师，从教
38年，当了20多年班主任，还是主管10多年法治、教
学的副校长。土生土长在农村，水土之情、亲友深情念
念不忘，退休回城后，听说家乡人民由于不懂法导致某
些问题后果严重，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决心回到家乡做
普法宣传工作。她想，人们只有通过“知法、懂法、守
法”才能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法律
的阳光照亮农村每个角落。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她买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自费
订阅了《法制日报》等报刊杂志进行学习，首先把自己
武装起来。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她就把自己的
想法，跟大安市老年大学的一些退休老干部商量，一拍
即合。说干就干，他们书面申请，经大安市司法局批
复、大安市民政局注册，2015年年初，成立了大安市法
治宣传教育协会。她又自费花了1万元租了80多平
方米的房屋，组织了擅长书法、绘画和文艺的退休老干
部60多人参加，在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指导下，开始
了她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他们以法律知识讲座、书画表演、文艺演出等形式
为平台，让法律知识深入人心。崔书华带领法治宣传
队深入大安市的4个乡镇、6个村屯、3所学校及社区
和企业，进行法治讲座9场，听众达3000多人次；书画
表演、文艺演出十几次；发放6000余张法治宣传单，深
受群众欢迎。

她在乡镇根据农村实际情况，重点讲解《农村土地
承包法》《森林法》《劳动合同法》《婚姻法》《最低生活保
障法》《村民选举法》，每个法律条文都结合案例分析
进行讲解，农民群众听得懂学得会，深受教育。一个农
民说：“我正想要伐树盖养殖厂呢，以为自家的树，自己
随便用。听了崔书华老师的讲解才明白，伐树之前还
得办很多个手续，幸亏来听课，要不然犯法了。”

还有她教过的学生，因为竞选村干部落选，很不服
气。崔书华主动找到她的学生，给他讲解《村委会选举
条例》，通过学习和思想教育，观念有了转变。“你想当
村干部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真正能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与村民搞好团结，当村民信任你了，自然就会选你
的。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你现在的想法绝
对是错误的，闹下去会破坏村里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

定。”一番话教育了她的学生。她的学生表示，今后一
定会支持新一届村委会领导的工作。

崔书华还针对“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根据《吉林
省幼儿教育条例》《儿童教育学》《心理学读本》及《弟子
规》编写了幼儿课外读物，同时写了《做合格家长，抓好
3—6岁儿童教育》讲座。她的讲座深入浅出，入情入
理，有理有据，深受广大家长们的喜欢。有一位年轻家
长感激地说：“崔书华老师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望子
成龙心切，4岁的儿子就让他学奥数，结果上学数学跟
不上，这真是欲速则不达，拔苗助长啊。以前怨老师教
得不好，这回才明白，今后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

他们还以文艺演出、书画表演等形式宣传法律知
识，让观众在歌声中、书法绘画中得到法律熏陶。她还
根据百姓实际生活，自编了普法短剧《妈妈只有一个》，
演出后，有个男青年说：“这个剧教育了我，以前我媳妇
和我妈吵架，不管怨谁，我都站在媳妇的立场上，让妈
妈受委屈了，以后一定要孝敬妈妈，让她晚年幸福。”

针对目前社会上赌博、打麻将的现象，她的团队演
出了普法短剧《慈母泪》《薪火相传》，谱唱了《戒赌
歌》。一年来，她的团队共自编短剧、快板、三句半、京
东大鼓、表演唱、二人转等法治文艺节目16个，演出
12场，每场演出观众都报以热烈掌声，达到了寓法律
与娱乐的最高境界。

认识崔书华老师的人都说，她老有所为，能付出、
敢担当，勇于牺牲自我。在不到一年的普法宣传工作
中，崔老师个人就投入资金2万多元，大家怕她投入太
多，都不想跟她干了。乐队队长杨英说：“去搞普法宣
传行，你要是不往上搭钱再找我吧”。

崔书华在普法宣传过程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针对性强，贴近百姓生活，群众喜闻乐见，让广大群众
在娱乐中受到法制教育，多次调解婆媳纠纷、夫妻不
和、家庭暴力。同时，协助乡镇司法所、村民调解委员
会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为普法宣传、社会稳定、家
庭和谐做出了
一个普法宣传
志愿者应有的
贡献。

行走在普法路上的崔书华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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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学生
阅读，洮南市第
三小学利用走廊
的空闲地方设立

“阅览书吧”，有
历史、地理、天
文、政治、文学
等各种书籍 500
多册，使学生在
课间就可阅览，
受 到 学 生 的 欢
迎。图为日前学
生 在 “ 阅 览 书
吧”阅读

本报记者张
殿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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