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异性、宽容与爱：论儿童教育 
伦敦西德雷顿小学之行的思考 

2011年 2月 17日，笔 者 应 朋 友 汉 娜 

(Hannah)的邀请，到她所任教的伦敦西德雷顿 

(west Drayton)小学去给她班上的二年级小朋 

友上了一节简单的中国介绍课，给他们教 了几 

句中文 ，放 了几首中文儿歌，图片介绍了些 中 

国的名胜。但是，事实上，这节课我是学生，我 

从中学到了很多。 ——题记 

去西德雷顿小学的前一天 ，汉娜发邮件给 

我 ，问我是否愿意提前到学校和学生一起进午 

餐。出于多和小朋友接触的想法，我乐意地接收 

了她的邀请。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坐不到半小 

时的火车到西德雷顿，到那里时正好是午餐时 

问。到校门口时，给汉娜打了电话，大概正在上 

课，没接，我就直奔门房。门房是个大大的透明 

玻璃隔着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白人阿姨， 

我过去时她正在接电话 ，我敲了敲玻璃，由于隔 

着玻璃说话听不清，她示意我用门旁边的话筒。 

她把对话筒打开了，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大概 

是之前汉娜和她打过招呼的缘故，她没有多问什 

么，立即起身给我开门。就在这时，汉娜也刚好 

下课来到了接待室。在接待处简单登记后，领了 
一 张访问牌。然后去教室放下背包，就和她一起 

去了食堂。在去食堂的路上 ，遇到了几个小朋 

友，是汉娜班上的学生，汉娜一一向我介绍了每 

个小朋友，我注意到一点，这种介绍不像我们以 

为的那种大人和小孩之间俯视般的敷衍，而是俨 

然很正式的，虽然只是七八岁的小孩，却有着成 

人、朋友之间的礼貌和尊重。(有意思的是，我们 

的文化里常用“小朋友”称呼小孩子，可是我们往 

往只突出了“小”，而忽略了“朋友”的意味)刚开 

始那些小朋友有些胆怯、腼腆，或许因为这是伦 

敦郊区的一所学校，外人来访并不多，而汉娜告 

诉我，这是第一次中国人来访他们班，况且他们 

只是七八岁的小孩。于是我主动地上前，一个个 

地和她们握手，说“你好 ，我叫⋯⋯很高兴见到 

你!”那些小朋友也都高兴地依次和我握手说： 

“你好，我叫⋯⋯很高兴见到你。”这种礼貌不是 

我们说的“小大人”的表现，而是英国人相处的基 

本礼貌和姿态，这些小朋友做得很好。 

我和他们一起到了食堂。食堂不大，但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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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四周的墙壁刷得五颜六色，天花板上挂着 
一 些可爱的小装饰品。午餐很简单，但是品种比 流  

较齐全，有米饭 、青菜、奶油、蛋糕 、牛奶，还有水 

果等，打菜的是几个黑人和白人阿姨。我点了米 

饭加一些青菜，类似于盖浇饭，外加一份蛋糕和 

奶油。在打菜的时候，刚才见面主动向我做自我 

介绍、来自南非的小女生，远远地向我们招手，指 

着身边的位置，喊我们去她们那张桌子坐。两张 

小桌子并成的餐桌，和黑人小女孩一起坐着的五 

个小朋友 ，她们见到我一点都不胆怯 ，在逐一自 

我介绍之后，就不停地向我问这问那。而这时其 

他桌子上的小朋友也围了过来，有的是端着饭过 

来，有的是过来和我打招呼。从他们的神情可以 

看出，对于我在食堂的出现，他们表示好奇。我 

很高兴地一一和他们握手招呼⋯⋯ 

午餐时间是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我们不到 
一 点就吃好了，小朋友去操场自由活动，我便到教 

室准备下午上课的内容。一点二十五分，我随汉 

娜到楼下操场召集那些小朋友上课，汉娜在我前 

面先到了操场，等我到操场时，发现学生已经排成 

队了，但是并不整齐，歪歪扭扭的，在叽叽喳喳地 

说着话。一点半学生到教室，就在我随着小朋友 
一 起进入教室的时候，进来了另一个老师，我以为 

是另外一节课的老师，可是汉娜给我介绍后，我才 

知道她是这堂课的助教。全班有2O来个学生，大 

多七八岁，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由 

于西德雷顿是个混住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欧，因此也就不奇怪这 

个班级一眼看上去有一半的学生黝黑。2O多双好 

奇而可爱的眼睛盯着我。在汉娜把我介绍给小朋 

友后，他们纷纷向我说“Hello”“你好”(午餐时，我 

教了其 中一些小朋友汉语“你好”，这会儿他们就 

都应用上了)我简单地作了个自我介绍之后，在汉 

娜的要求下，他们依次作了自我介绍：名字，年龄， 

来自哪里，最喜欢的颜色、动物和活动⋯⋯ 

开始上课了，我站在讲台上刚开始有点紧张， 

在我去这所小学之前担心会和小朋友在语言交流 

上存在困难，有点顾虑，可是这会面对这一群可爱 

的脸孔，那种愉悦冲走了我之前的顾虑。我先是 

给他们在电脑上通过黑板屏幕展示了故宫、长城、 

黄山、桂林山水等一些图片，大致描绘介绍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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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看图片的过程中，他们很好奇，有说不完 

的问题，不停地举手：“故宫谁住里面?长城有多 

长?要走多久?黄山的那些树怎么长成那样的? 

那条河(漓江)里有没有鱼?⋯⋯”我一一向他们 

解释了，她们并不满足，仍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问这问那⋯⋯由于时间有限，最后我只告诉他们 

真实的景色比图片的好看，叫他们让父母带着去 

中国玩。接着在屏幕上播放了两首简单的中文儿 

歌(歌词配着英语字幕)：《两只老虎》和《祝你生 日 

快乐》。我试着让他们跟着一句句地唱，可是很困 

难，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点的汉语基础，只能跟着音 

乐节奏摇头晃脑地哼着，一边拍着小手。从他们 

的高兴和摇头晃脑中，我看到了童真的普遍性，不 

管是哪个民族，哪种语言和肤色，儿童具有着同样 

的天真无邪。 

课堂中间的一个环节是用筷子比赛游戏。这 

个游戏是汉娜安排的，出乎我的意料。我由衷地 

感到高兴，因为用筷子是中国人的一大特征，无论 

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丢不了的特征，我感受到 
一 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 

“学习或者练习用筷子”这个概念，也更不会以为 

它是一件困难的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可是今天， 

在我看了那些小朋友用筷子时各种各样“艰难”吃 

力的姿态，难以形容的“笨拙”的样子之后，我发现 

用筷子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汉娜让我教 

他们，我告诉她事实上我并不懂得怎么教，因为从 

4,N大，从来没有人教怎么用筷子，也没有什么方 

法技巧，似乎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教，最好 

的方法就是示范或手把手地指导和纠正。于是， 

我在台上用筷子示范着夹了些东西，从不同的角 

度示范给他们看，然后下去一组组地演示。可是， 

还没等我说完，那些小朋友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 

筷子。比赛分为4组，每组桌子上放着同样数量的 

萝卜条和糖果，还有一个杯子，比赛规则是看哪一 

组先把桌面上的东西夹到杯子里。比赛开始了， 

小朋友兴奋不已，拿筷子的小朋友在吃力地夹，其 

他的在一旁喊着“快点，快点”，可是对于只用过刀 

叉的他们，拿筷子真的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虽然只 

有两根竹子，但是在他们手上，怎么也不听使唤， 

两根老不合作，怎么捏也夹不住糖果。急得有的 

同学不得已偷偷用另一只手帮助⋯⋯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教汉语。我事先准备 

了一些简单的带田字格和拼音的词语和句子，“你 

好”“我、你、的、名字”“我几岁了”等。我先是在黑 

板上一个个地书写拼读了一遍，他们兴高采烈地 

跟着我读了起来，而他们的朗读，虽然听起来有点 

拗口，但是带着童言的清新。接着我让他们上黑 

板上写。(英国的幼儿园和小学课堂，出于学生的 

健康，都不用粉笔，而是电子笔和电子黑板，但是 

使用起来的效果和粉笔、黑板几乎一样的，而且更 

简易方便)小朋友们很积极，纷纷地举手要求上台 

写，有的把两只手都举了起来。我让他们写的汉 

字是“我”，你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写“我”字的，那 

简直是画画。他们看着黑板(屏幕)上方田字格里 

的汉字“我”，然后照着“画”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景，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对着田 

字格一笔一画地写汉字的情形，而老师那不绝于 

耳的唠叨“横平竖直，占满格”至今还隐隐约约回 

响在耳边。而此刻身在异国，看着一些和我当年 
一 样大的外国小朋友，他们在方格子里写汉字，挺 

有意思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个小朋友 

都嚷嚷着要上台写，可是汉娜说时间不够，就没让 

继续写。看着那些举起的小手最后又放下去，兴 

奋与期待转而变为失望的眼神，我突然意识到一 

次4vh的“上台写字”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在他们 

小小的心灵里，是一件“大事”。在一个老师眼中 

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那些幼小的孩子而 

言，并不是微小的，而是很重要的⋯⋯我不由得想 

起了小时候语文课本魏巍的《我的老师》里面的一 

句话：“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 

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 

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 

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 

是啊，孩子的心灵是稚嫩和幼小的，老师的一个小 

小的举动，对孩子小小的帮助和鼓励 对孩子的一 

点点付出和给予，哪怕再小，在幼小的孩子的眼中 

也是很重要的，都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 

刻的印象。 

时间过得很陕，下午三点下课时间到了，汉娜 

让小朋友们集合合影留念，而我的一节小小的课 

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学生被家长领走之后，汉娜 

带我到学校的其他年级和教室，以及操场去参 

观。我看到每个教室者 艮另q致，尤其是低年级的， 
一 面大大的透明玻璃几乎占据了一面墙，阳光从 

玻璃外照进教室，明亮而清澈，几张四方形的小桌 

子，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图画和小手工作品。 

而操场就是一个大乐园，有着绿油油的草地和各 

种各样的活动器材。在看的过程中，汉娜还给我 

介绍学校的情况。离开学校的时候，汉娜友好地 

开车送我到火车站，一路上不断地感谢我的到来， 

她对我说那些小朋友都很开心我的到来，而且这 

几天肯定都会很兴奋的，她们回家会和他们父母 

谈论在学校学了拿筷子、看中国的图片、听中国儿 

歌、写中国汉字的事，我的到来会成为他们几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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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五点半的火车回伦敦，站在西德雷顿火车站 

的站台上，望着西下的夕阳，回头看着这个伦敦西 

边的小镇，我有点不舍得离开，因为那群可爱的小 

朋友，他们天真活泼的脸孑L，因为我所经历的难忘 

的一节课。 

这是一次简单短暂的访行，却给了我很多东 

西。课后，我进一步地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了解到 

更多关于英国小学教育的情况，其中感受很深的 

几点是： 

第一点：助教制度 

每个孩子都是同等的，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 

到同等的重视和关心，获得同样的机会教育，这是 

英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而助教制度在某种程 

度上体现了这个理念。英国小学的课堂始终都是 

整体教学和个别辅导同步进行的，在每个班级课 

堂，除了任课老师外，都配有助教，通常情况下一 

个课堂一个助教，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多 

个。这些助教是公开招聘的，大多都是大学生，还 

有一些社会志愿者。她们的工资很低，但是在英 

国每年都有很多大学生和社会志愿者去当助教， 

因为这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助教的主要工作就是课前帮助准备课堂，课 

上协作任课老师进行课堂教学，进行一些必要的 

秩序维持，课后打理教室，以及课间照看和陪小朋 

友活动。这些是基本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是关 

注和帮助那些学习能力不够，或者有缺陷的学 

生。英国很重视每个孩子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重视那些落后和有缺陷的学生，一些学校甚至于 

专门为特殊的学生单独聘请助教，以弥补她们由 

于先天或后天原因而导致的缺陷。在课堂上，助 

教会帮助那些跟不上课堂的小朋友，那些“落伍” 

的小朋友；或者课后对这些小朋友进行单独辅导。 

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关注和关心。如果说任 

课老师是一种全面教育，那么助教的角色就是弥 

补这种全面教育的不足，是一种倾斜 ，向那种天 

资不够或者有其他困难的学生，尤其是身体残 

疾 、心里障碍的学生的倾斜。事实上，助教就相 

当于课堂保姆，尤其是那些特殊孩子的保姆。由 

此可以看到，英国的小学对孩子的关注是无微不 

至的，它真正做到了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关 

注、都能良好地成长。而在国内，我们常常看到 

的一种情况是，一个课堂上往往只有优秀的学生 

被重视，那些差生就在放羊，最后往往是好的学 

生在进步，而差生的教育则被忽视。我们并没有 

真正做到同等地关切每个学生。 

第二点：取消红色墨水批改作业 

英国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禁止老师用红色 

墨水批改学生的作业，而现在几乎英国所有的中 

小学校都取消了用红笔批改。理由很简单：红色 

被认为具有对抗性和威胁性，同时往往会使得学 

生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 自己的错误上，它具有 

否定的消极含义，会使学生产生不安，对学生的学 

习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当学生看到自己的作业 

被老师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时，看到自己的错 

误被红笔一道道地凸显出来时，这时学生会产生 
一 种失落和消极的隋绪。 

相应地，取而代之的是绿色和蓝色，以及粉红 

色等，或者铅笔，而且教师的批改不能对学生具有 

支配作用。(这点，我注意到：我在英国这边的导师， 

每次我把写的论文给他看，第二次见面时他把阅 

读过的论文交给我，总能见到他在论文的边角写 

着细细的修改和评语，是用铅笔写的) 

第三点：尊重与鼓励 

英国人以其绅士风度闻名，这种绅士风度重 

要的一点体现在礼貌和对他人的尊重上。在英 

国和别人交往最经常昕到的话是别人问好、谢谢 

和表扬你的话。而在儿童教育的过程中，这点更 

为突出。在西德雷顿小学，一节课下来，无论哪 

个学生，只要提出问题，不管问题好不好，不管回 

答得好不好，都会得到老师的肯定：谢谢 、很好 、 

好问题、做得好⋯⋯这些是老师上课对学生说得 

最多的话。而上课老师几乎对学生每说一句话， 

句子前面都会带个“请”字。而且老师对学生的 

态度不会吆喝或者大声 ，只是偶尔学生们太兴 

奋，课堂太乱了，老师会微笑着示意让学生安静， 

但是老师不是大声责骂、制止，更不会点名批评 

正在说话的学生，而是微笑着耐心地用委婉的方 

式让学生安静下来。礼貌和尊重是老师和学生 

之间基本的尺度，不仅是学生对老师，老师对学 

生更是如此。课堂每个细节都能体现出老师对 

学生的尊重。尊重学生，就像尊重同等的成年人 
一 样，这是每个老师最基本的姿态。 

上课过程中有个细节让我感受很深，在我让 

小朋友上台写汉字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小女生，只 

有七八岁，她站在黑板上对着田字格琢磨了半天， 

然后开始照着一点点很慢地描，大概用一分钟的 

时间，写完了，她把“我”字写成了— k不出来的 

图形，可是在一旁的汉娜热情地鼓掌说写得很漂 

亮。那个小朋友笑着满意地走下了讲台。 

小学阶段老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友好，对孩子 

基本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英国的小学 

教学，对公民的文明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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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走在伦敦街头，所遇到的微笑和礼让、人们 

之间的文明和友好，与小学教育的熏陶是分不 

开的。 

第四点：这里孩子的课业负担 

伦敦的小学下午三点钟放学，政府规定12岁 

以下的儿童必须由家长接送，否则不能离校。放 

学时，汉娜和助教要把学生送到家长接送处，我顺 

手从地上把一些书包拿起递给那些小朋友，惊讶 

地发现，他们的书包几乎都是空的，没有厚厚的 

书，也没有厚厚的作业。而下周这个学校就要放 
一 周的假，老师居然也没有布置任何作业。这让 

我感到诧异。我曾经在南京做过小学家教(大致 

是陪读)，让我深思的是：同样是小学二年级，我在 

南京时做家教教的那个孩子，每天书包沉沉的，每 

天回家作业写到晚上九点、十点。这在我国的小 

学里几乎是普遍现象。我们的孩子在书本和作业 

的重负下学习，而这里的孩子则在玩和活动中学 

习，在一种宽松而自由的环境中接受熏陶。 

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或许，我们的孩子学的 

知识比英国的孩子多，我们的孩子考试比这里的 

孩子严格。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就优 

秀呢?我们的儿童教学就有效呢?而另一方面， 

我明显地感受到，这里的孩子受到的尊重、关切与 

爱护，远远超过中国的小学教育。他们在课堂上 

获得了比知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自信心和个性， 

以及今后人生所依赖的社会素养与友善。这是一 

种基本的社会公民教育。这让我想起在英国议会 

的一次关于教育的辩论上，一个议员说的话：“我 

们的教育不是培养工人，而是基本地，培养优秀的 

社会公民。”在某种程度上，优秀的公民比只拥有 

知识和懂得操作机器的工人要重要。 

第五点：差异与包容 

对儿童的爱不仅仅是关心与呵护，而更多地 

是尊重，对个性和差异性的尊重。一个班级2O来 

个学生，来自七,,Vt-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不 

同的文化背景，虽然都说着英语，但是带着各自 

不同的口音。而在英国，这种课堂是很常见的， 

虽然英国不是移民国家，但是在一些主要大城 

市，来 自世界各地的常住人口却占着很大的比 

例。这是一种差异性和包容性的教育环境 ，这里 

的教育是一种包容性开放性的教育。在这种环 

境里，老师对学生的爱就不仅仅是去呵护每个孩 

子，而是要尊重每个孩子，尊重他们的习性(只要 

不是恶习)。在这基础上建立孩子的社会团队精 

神和公民意识。 

我们的学校教育有个误区，我们强调培养孩 

子的协同性、团体精神，可是，我们却误认为团体 

精神一定是建立在同一『生基础上，于是，我们往往 

要求孩子在集体面前，在大家面前要服从，要服从 

团体，要和大家保持一致。可是，我们忽略了团体 

事实上是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的，没有差异性， 

首先就没有个体，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个体， 

自然也就无从谈真正的团体与合作；其次，没有差 

异性，就没有包容，就没有活力，就没有创新。 

西德雷顿的最后一张合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当老师说大伙要合影时，那群小朋友立即簇 

拥过来，并没有老师安排布置，没有按什么身高前 

后排列；他们自行簇拥成一团，或站着或蹲着，或 

跪着，或趴着，零零散散姿态各异，但却错落有致 

地形成了一团。 

保持一个团体的活力，最后还需要个体的多 

元和差异性，同—性只是让许多个体走在一起，但 

是差异性却使得f ]成为一个具有活力和有创造 

力的团队。 

结语 

教育作为英国经济的一大支柱，每年吸引着 

无数的海外学生到这里求学深造，为英国经济带 

来了巨大的效益。而事实上，英国也无愧于这种 

“留学园地”的称号，试看，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 

间里英国出了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科技 

和人文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单单就一个剑桥大 

学，历史上有56人获得诺贝尔奖金，是世界上诺 

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而这些都和英国的 

社会文化积淀、教育体制，尤其是基础教育分不 

开。小学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在道 

德人文素养上 ，还是在学习兴趣和习惯的培养 

上，它都为其后的教育奠定基础。进一步地 ，小 

学教育培育了一个社会优秀公民的雏形，为整个 

社会的文明和创造奠定了基础。 

或许，回过头反思我们的教育，值得注意的 

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发，中国无数能人志士都感慨 

中国的教育，感慨中国何时能真正出大师，由此，许 

多人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可是，我们是否真正去注意那些幼稚园和小学里 

的教育，我们的儿童教育是否做到了从细微的点 

点滴滴去同等地关注每个孩子 ，去尊重孩子? 

在这点上，英国的小学教育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进一步地，良好的公民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何 

等重要，而这种公民教育的土壤是儿童教育，是儿 

童阶段学校、老师、家长、社会的熏陶。在某种程 

度上，英国的公民教育可以说是当代国家成功的 
— 个例子，而这种成功是与儿童教育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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