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最喜欢做的事

请认真考虑一下，你的每一个学生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利用(不是"

度过"，而是"利用")他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的。而且要利用得合理。

这里，我又要提到书籍了。阅读应当成为吸引学生爱好的最重要

的发源地。学校应当成为书籍的王国。可能你是在很边远偏僻的地方

工作的，可能你那个村庄和文化中心要相距数千公里，学校里也许会

有许多欠缺，但是如果你那里有一个书籍的王国，你就有可能把工作

提高到这样的教育学素养的水平，并且取得这样的成果，使之不次于

在文化中心地区的工作。你也不要担心，由于学生迷住了看书而使他

们学不到知识。

在一至三年级，一定要在每个班级里单独建立一个"书籍之角"，

在这里陈列一些内容较好的并且使儿童感兴趣的书籍。让每一个学生

都来利用他生平第一次遇到的这个小图书馆吧。我倒不主张让一至三

年级(起码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到学校的总图书馆去借书：因为只有

教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应该读什么书。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

学生最需要读的只有惟一的、适合他的具体情况的那本书。这一点，

谁都没有教师了解得那么清楚。

请你记住，无论哪一种爱好，如果它不能触动学生的思想和打动

他的心，那就不会带来益处。我想强调指出，学生的第一件爱好就应

当是喜爱读书。这种爱好应当终生保持下去。不管你教的是哪一门学

科(文学或历史、物理或制图、生物或化学)，你都应当(只要你想成

为学生的真正的教育者)使书籍成为学生的第一爱好。



书籍也是一种学校，应当教会每一个学生怎样在书籍的世界里旅

游。正因为如此，我才建议先建立本班的小图书角，然后再逐步教给

学生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对这件事绝不可听其自流。你可以带领自己

的小学生到学校图书馆去，向他们介绍那里有些什么书，并且推荐他

们可以借阅哪些书。你也可以把推荐让学生阅读的书单交给图书管理

员(当然，这些书应当是图书馆里现有的图书)。

第二个应当引导每个学生去接近的爱好的发源地，就是使他特别

喜欢一门学科。一个人在求学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支配的时

间，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才可能特别喜欢一门学科，才可能发挥智力

的积极性。学校的全体教师应当加以深刻思考，怎样才能使学校里在

下半天"点燃起许许多多的火堆"，吸引学生去深入钻研各个科学领

域。这不仅是指前面说过的成立各种科学一学科小组。这里还包括让

学生从事一些积极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法使理论知识成为学生

进行创造、解决各种智力任务和劳动任务的主要刺激。在我们学校里，

设有两个"难题室，一个是物理和技术方面的，另一个是生物和农学

技术方面的，它们就成了学生智力爱好的发源地。在这里，学生的工

作都是独立进行的。两个室的管理人是高年级学生，但是它们对全体

(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学生敞开大门。学生在这里解决着各种各样的工

艺和生物学方面的任务。例如，我们建议学生设计制作一个活动的机

械模型，要求在这个机械里用另一个工作部件来代替一个工作部件，

并要求这个机械能用来完成好几种劳动操作。在生物学方面提出的课

题是：在两年时间内把一块不毛之地变成肥沃的土壤，在上面栽培庄



稼并取得收成，为有益的微生物的存活创造条件。

学生怎样利用自由支配时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你一定要使自

己的学生形成合理的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