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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期因材施教的重要性
犹洪伍

（重庆市潼南区玉溪初级中学校，重庆 400000）

摘要：因材施教是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有的，经过我的教学实践与年龄增长见识增长，感知到因材施教的材应该是广义的，它包含我

们的环境，受教育的人的天生因素，教育者们的能力与知识的实践程度，环境与教育者称之为天时、地利与人和。本文主要研究环境、

受教育者天生因素与教育者们者三个因素，这具有时代意义，主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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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们指的是监护人与教育行业者，受教育者因素指的是

先天智力因素与后天人格等，环境指的是学校环境，社会（政治、

经济、历史、地理）环境，家庭环境。

一、先天因材施教

一说家庭教育，而因材施教不光是人民教师的事情，因为在

孩子 3 岁左右的时候，是他（她）大脑疯狂发育接受社会环境之

前最重要的家庭环境的影响，而此时父母的剧本不管自己演得怎

样，都要有一定的教育意识，因为在 3 岁左右的时候是需要启智的，

并且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用一些心理学教育学手段发现孩子的先天

天赋的。举个例子，我带我侄女的时候就采用了她喜欢看的图案

书籍等等，对她进行判断以后所擅长的在那一方面，条件有限，

我就发现她对语言类的图案特别喜欢，在识记方面也有一定天赋，

而对于数字类的图案不是很敏感。所以在她今后的学习上，数学

脑子转不过弯的就多讲、多练。但是后天的努力始终打不过先天

的天赋，我的侄女语文，英语始终优于数学。然后数学也不是特

别差，这就是 3 岁左右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有利于家长发现孩

子的特长，这样孩子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

二、后天因材施教

说说学校社会环境，在说之前呢，说一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

存在着很多随机与必然事件，人无完人，只能尽量考虑到一些事

件的结果并加以改变或者控制。说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个剧本，

就是金庸老师的《天龙八部》，首先说在这部小说里面的 3 个人

物，段誉、乔峰、虚竹，他们在小说里面可以说是正面教育的典

范。乔峰虽出身不好但是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条件与环境，可以

说放到现在也是英雄级人物，他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能学到的本

领，但是后天的遭遇却造就了这么一个悲情的英雄。而段誉呢，

所经历的环境又不一样，皇家贵族，先天天赋比较强悍，而在这

么一个皇家贵族里面，父母不惯养，又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得

天独厚的教育条件与环境，才能造就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虚竹，

也是先天天赋强悍，再受到佛家熏陶，意外的获得逍遥派的本领，

这也就是随机与必然的结合产物，习得一身本领，也是一个厉害

的人物。他们可谓是生活道路不同，最后却都很厉害，但是又不

一样。这就像三个白纸一张的孩子，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与引导下

走出的 3 个不同的剧本。接下来说说慕容复，这个人完全是为实

现父亲的理想而生的，习得一身本却不会融会贯通，而这种学生

呢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有些父母自己一生不能实现的

目标，下意识地将愿望转移到孩子身上，最后压垮孩子。综合上

面的几个人物，我想大家应该大致清楚了家庭环境在教育孩子中

的重要性了吧。而将其转移到我们中国的情况下，经济飞速发展，

很多家长其实是无力应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的，但是家长不管怎么

养孩子，千万不能惯养，这样才有利于老师的教育教学。而现在

老师的基本素养普遍提升，不要怕孩子学不到东西，并且在近几

年老师的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其实每个孩子都有特点，老师也

能发现，而应对现在的应试，国家也花大力气在向素质教育拉动。

当然我说了在我们这个社会总存在随机与必然，每个孩子遇到的

都不一样，家校结合，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需要给孩子提

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最重要的还得有一定的思想水平。一个孩子

最怕的不是没有物质条件，因为国家有帮扶，最怕的是在家庭和

学校社会遇到一群不合格的人（家长，老师，社会人）。想孩子

成为一个厉害的、幸福的、有社会责任感人，是需要我们共同努

力的。

三、现代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首先把老师的压力化解，大力扶持职校等等措施，改变考试

决定论。然后加强家长自身的教育文化素质。现在学校该有的设

施基本上都有，教师的个人水平也在连年提高，国家也这么重视。

所以要培养出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家长们仍需努力，国家也

一直在努力。具体的国家提供的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主要说一

下老师和家长需要具备的能力与条件。首先说一下老师应具备的

条件：老师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能力和教育心理学知识，也就是

一方面要教学生知识，另一方面要了解学生。从这两方面展开说，

首先是知识方面，现在老师需要精心用脑子备课，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备课，学生学得快的和慢的不一样，能理解接收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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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不一样，一般的为了现在学生的学习就要分层次备课，分层

次提问，以此来让所有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学到一定的知识。另一

方面就是学生的性格等因素方面，例如：我国的大教育家孔子常

教导学生要言行一致，不可巧言令色。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听

到什么就要立即行动起来吗？”孔子说：“你有父亲兄弟在，你

怎么能听到这些就去实行呢！”孔子恐怕子路还未尽孝父兄，就

去杀身成仁了。过了一会儿，冉有也来问：“听到什么就立即行

动起来吗？”孔子说：“应该听到后就去实行。”公西华问道：“先

生！子路问是否听到之后才行动，先生说有父兄在。冉有问是否

听到之后而实行，先生说应该听到后而立即实行行。我弄不明白，

请教先生？”孔子说：“冉有为人懦弱，所以要激发出他的勇气。

子路武勇过人，所以要让他谦退。”这就是从学生性格方面进行

因材施教，古人尚且知道如此操作，我们作为人民教师也应当如此。

在学生进入学校后，要去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以及学生以前周围

的环境如何，比如去了解他的家庭（也就是定期家访）等等措施，

了解学生的大体情况后，才能应对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教育。比

如我在教书过程中遇到一个经常迟到的学生，我就去了解一下她

的家庭情况，父母在外面打工，这也是我们农村初中比较常见的

一个情况，然后她是由姐姐舅舅带着的，而姐姐和舅舅也整天忙

着挣钱照顾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具体的了解她的想法，因此我在

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去批评她，而是和她谈心，

了解她对自己生活学习的想法，然后去打开她的心结，在这过程中，

我了解到学生并不是不喜欢学校的环境生活，而是父母不理解她，

这样长期下来导致她觉得念书是次要的，主要来学校是完成父母

社会的义务，知道这个后，我帮她分析了社会的形势，因势利导，

告诉她学习的重要性，在后面的学习生活中，学生慢慢地有意识

的改掉了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慢慢地做到遵守学校的校规校

纪，迟到慢慢也减少了（一般非生病等特殊情况，学生都能坚持

准时到校）。在谈一下我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另一个实例，在有一

学期，临近期末，当时我任教一个班物理，一个年级的科技活动课。

因为时间就要到期末考试了，因此当时呢希望学生能在教室好好

复习，考个自己满意的成绩（现在想来这个想法不大合适）。于

是科技科我就希望他们在教室学习，而班上一个体育生直接告诉

我，他们想去科技室看看科技室的展品，然后想学习一下，我开

始想都期末了，应该复习，然后学生给我说了他们的想法，一周

只有一节科技科，一节课不影响期末复习，然后我又单独找体育

生谈了下心，了解到他们平时作业很辛苦，一想学生说得也有道理，

毕竟不同的学生擅长的方面不同，强压他们在教室，还不如带他

们去科技室，学生也有兴趣，也能学到一定的东西，最后就带他

们去科技室了，果然了解学生的需求后，学生去科技室也很认真，

在最后两周的时间，学生还根据自己看到的科技室展品，自己动

手制作了一些科技小制作，事实情况也没有影响他们期末考试。

从这两次事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解学生的想法是多么的重要，

因时因情况也是因材施教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老师的教学工作，

又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接下来说一下家长应该具备的条件，首先是 < 一 > 中提到的

因材施教，这个涉及启蒙教育，孩子从呱呱坠地还没有树立什么

价值观念的时候，家长需要做一些准备，在 3 岁以前不要急着教

字或者数字这些，首先树立一个良好的家长形象，让孩子学会说

话，怎么说话很关键，因为在孩子牙牙学语的最初家长是第一任

老师，孩子只是进行模仿。在我周围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孩子了，

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我姐，在第二个孩子两岁的时

候她就各种看不惯孩子的习惯，动辄动手打骂，我就告诉我姐孩

子才两岁，你现在做的应该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孩

子的行为，而不是打骂，这就需要我姐去学习一下启蒙教育，这

也是我对广大家长的期望，教育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动辄就对孩子

打骂，这样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就像我的第二个孩子，现在就

是怕被打，做事缩手缩脚，还爱哭。另外现在孩子到了 3 岁左右

该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的老师应该学会观察孩子，发现他们的潜

在天赋，然后与家长交流，合力让孩子健康成长，说到这里，经

常听到有人说，幼儿园老师缺少男老师，会使孩子缺少阳刚之气，

这个我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对孩子的教育主要看启蒙老师所

学的幼教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的实践程度有多少，开发孩子的智力，

发现孩子的特长主要看老师的本领而不是性别，这就需要我们的

幼儿教师要有一定的学识，倒不一定是知识。然后在学生小学，

中学阶段，家长也得像老师了解学生一样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这

样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最后我们国家提供的条件适合培养

人才，老师也素质有所提高，家长们需要更加努力，我相信在未

来我们国家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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