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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很伟大，但常常沦为空话。
大家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无论家长还是教师，很少有人认真地问“因材施教到底什么样”，很少有
人认真地搞因材施教，也很少有人真能做到因材施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既缺乏因材施教的需要，也缺乏因材施教的条件和能力。
中国的家长送孩子到学校去干什么？
去挤独木桥，去参加统一考试，去追求标准答案。
既然目标如此单一，孩子是什么“材”，就不重要了。
什么材料不都得走同一条路吗？
无须因材施教，只要“施教于材”就行了。
因材施教是个“过程”，而家长要的只是“结果”。
可见，多数家长并没有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的心理需要。
教师也是如此，或许更加如此。
一个实际上大家不怎么需要的教育思想，无论它多么伟大，也无法落实。
之所以没有人公然反对因材施教，只是因为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它的正确性是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辩
的。
再说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不实行也没关系，说出来又好听，于是人们就乐得把它当个招牌来使用，
当面彩旗来挥舞了。
结果是，今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比古时候离因材施教更远，而且渐行渐远。
但既然因材施教是个重要的教育原则，如此“阳奉阴违”(公开的言行不一)，就不可能不受惩罚。
如今很多学生厌学，很多家庭亲子关系紧张，很多孩子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既不知己
，也不知彼，上学时缺乏幸福感，就业后生活质量不高，都与因材施教的原则落空有关。
大批的成年人在干自己不喜欢或不适合的工作，于公于私，都是不幸。
大家都说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但若没有因材施教，怎么可能有创新？
古今中外的创新人才，不都是最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强项吗？
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因材施教的方针落到实处，不能再说空话了。
    不过说实话，目前在我国要真实行因材施教，可谓困难重重。
有一位教师网友这样讲：    我们同一地区采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场地、统一的教学时间，同一
教室坐着少则五十、多则七八十个学生，在一个教师的引领下，学着同样的内容。
而这些科的课程内容已由上级主管部门规定了总的上课时间，在期中或者期末，学校要用同一标准对
同一年级学生进行同一内容的考试评价。
任课老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否则要扣薪、扣奖金，轻者可能受到警告，重者则可能
转岗、下岗。
这过程中有哪部分时间是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的？
可是我们的报纸、杂志上、教师的论文上等都说是对学生进行了“因材施教”，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这话有些悲观，但反映了真实情况。
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与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是拧着的。
学校跟着考试指挥棒转，家长则跟着学校的指挥棒转，这就使得因材施教的客观环境非常恶劣。
你想因材施教，到处都是阻力；而你要搞一刀切，到处都有人“保驾护航”。
    这只是客观方面，家长和教师本身是否具有因材施教的能力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过人们总是喜欢
埋怨客观环境，对自身的弱点则缺乏反思。
你去观察教师，当他进行一对一的学生辅导时，能因材施教吗？
恐怕和给整班讲课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一刀切”变成了“一人切”而已，“切”法还是照旧。
再看家长，当孩子假期不上学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吗？
很多家长临到孩子考大学了，连报考什么志愿都茫然，说明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是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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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材料。
不但一般家长，很多教师身份的家长也是如此，我就曾遇到不少教师向我询问他的孩子长大适合干什
么。
可见，能不能因材施教，确实还有一个教师和家长本人的素质问题。
因材施教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技术，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行的。
    然而，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都在变化着，而且速度很快。
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干一行爱一行”，而是“双向选择”了，学生的主体性增强
了，个性越来越凸显，于是他就会抗拒一刀切，主动要求家长和教师因材施教。
家长和教师的素质也在提高，“明白人”日渐增多。
更重要的是，如今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创新。
没有因材施教，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有后劲，因材施教已经成了时代的要求，教改也必定会向着有
利于因材施教的方向发展。
所以长远来看，家长和教师谁注意因材施教，谁就有可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谁要是目光短浅，继
续搞一刀切，谁就会麻烦不断，失败连连，好日子不多了。
    不过我们对学校的因材施教也不要期望值过高。
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在整体上不可能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学校肯定是“施教于材”的情况更
多一些，统一的地方更多一些。
因材施教对于学校来说，只能是在“施教于材”大背景下的区别对待，问题是现在这种区别对待太少
了，太薄弱了。
家庭在因材施教方面，反而比学校天地更加广阔。
    关键是找到一些合乎科学的．可操作的、普通家长和教师容易掌握的具体方法，来辨析孩子的个性
和才能，如此才能把因材施教从个别高手的“绝活”变成一般的技术，在增加因材施教原则的科技含
量的同时，扩大其普及程度。
这就是本书的任务。
我想，有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即使在现行体制下，家长和教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教育孩
子，少做一些蠢事和无用功，提高教育效率，提高孩子、家长和教师生活的幸福感，还可以自下而上
地促进教育改革。
    本书既是为家长写的，也是为教师写的，因材施教必须家校合作，学校要知道家长该怎么做，家长
也要知道学校该怎么做。
    本书是旧领域里的新探索，限于作者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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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现孩子的潜能:辨才与因材施教》由王晓春编著。
因材施教的原则很伟大，但常常沦为口号和空谈，许多家长和教师虽有因材施教的愿望，却没有这个
能力。
他们无法诊断孩子到底是什么材料，结果教育方法就只能一般化，一刀切。
要把因材施教落到实处，关键是找到一些合乎科学的、可操作的、普通家长和教师比较容易掌握的具
体方法，来辨析孩子的个性和才能，如此才能把因材施教从伯乐的“绝活”变成一般的技术，在增加
因材施教原则的科技含量的同时，扩大其普及程度。
《发现孩子的潜能:辨才与因材施教》的基本内容是如何辨才，如何在辨才的基础上个性化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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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退休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观念更新，问题生教育，语文教学，家庭教育等。
已发表的教育专著有《家教难题会诊》、《走近孩子的心灵》、《家教参谋》、《孩子，让我们一路
同行》、《问题学生诊疗手册》、《做一个专业的班主任》、《王晓春给青年教师的100条建议》、《
王晓春帮你走出教育误区——评说1OO个教师常用语》等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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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我国古代因材施教思想的缺陷 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
成就，孔子是这方面的典范。
比如，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是：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制，就是仁。
仲弓问“仁”，孔子回答：出外工作好像去接待贵宾，治理老百姓好像去承当大的祀典。
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于人。
在工作岗位上不对工作有怨恨，在家里也没有怨恨。
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司马牛问“仁”，孔子答道：仁人，他的言语迟钝。
（《论语·颜渊》）孔子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给予不同的教育；能针对
学生不同的优缺点，对症下药；能顺应学生的爱好，发展其特殊才能。
孔子对已经“深通六艺”的弟子，再进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分科的教育，区别对待。
《论语·先进》中有一段话：“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意思是：德行好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用言语和人交涉的，是宰我、子贡；能
办政务的，是冉有、子路；熟悉礼仪文献的，是子游、子夏。
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其思想理论基础正是“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
他创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史称“苏湖教法”。
胡门弟子中，“有好尚经术者，有好谈兵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他把这些学生按其才能兴趣分
为“经义”、“治事”两斋，“使各以类群居讲习”（陈澧：《东塾读书记》）。
明代中叶的教育家王守仁，认为教学不单在于使人学到知识，发展道德理性，更重要的在于成就富有
个性的独立人格。
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
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 但是，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理论和实践，都有明显的缺陷。
 第一，比较侧重德育，人格教育，而在不同智力类型的不同教育方法方面，理论和实践都很欠缺。
一般人们说到因材施教，常笼统地包括德、才两个方面；说到个性特点，往往包括非智力因素和智力
因素两个方面，总体上一般都向人品方面和非智力方面倾斜，这与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德挂帅”大有
关系。
比如孔子虽然“有教无类”，但是他的培养方向比较单一，就是做官，劳动者、工匠及各行各业的专
门人才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这就注定了老先生的因材施教思想路子很窄，会压抑很多人才。
后来的科举制度，正是这种思路的发展，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利。
我们今日的应试教育，不幸恰好继承和发展了这个缺点。
现在很多人都说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学生“做人”，好像学生只要会“做人”了，教师树立了做人的
榜样，教育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是不对的。
道理很简单，你是好人，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不等于你有工作能力，不等于你适合做教师，更不等
于你能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除了品德之外，还需要智慧，而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和很多家长最缺乏的，往往是智慧，
也就是“才”，好人是很多的，德才兼备的人却很少。
我见过大批人品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愿把孩子交到他们的手里，因为他们肯定会一片好心地压抑我
的孩子。
教育固然需要教育者有品德，但这是不够的，在中国，还需要科学，而我们的老祖宗在科学方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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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留下的东西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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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孩子的潜能:辨才与因材施教》既是为家长写的，也是为教师写的，因材施教必须家校合作，学
校要知道家长该怎么做，家长也要知道学校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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