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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于是，“惩戒”一度成为热词。
很多人提到教育，便会提到惩戒，更是抱怨
现在的学生难教原因就是不给老师打。于
是，规则一出台便有人拍手称快，他们把惩
戒与体罚划上了等号。其实，教育部门出台
规则的初衷，应该不是用来鼓励教师惩戒
学生，更不是让教师随意举起教鞭。细细研
读《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便能看
得一清二楚，没有一句说到教师以及教育
管理人员可以体罚学生。

从本质上说，教师及教育管理者只能
引导和帮助行为缺陷的学生自我纠正。这
让我想到了陶行知先生和他的“四颗糖”故
事。相信这个故事对于广大教师而言，一定
不陌生：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
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
时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
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
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
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
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果
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

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
尊重我，我应该奖励你。”

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
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
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
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
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
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
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
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
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
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我以为陶行知先生的“四颗糖”便是
“最好”的惩戒，是一种让学生铭记于心的
“惩戒”。当然，这得益于先生的严谨，他通
过调查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学生的
教育便有了针对性。正如此，这“四颗糖”才
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我先前对“四颗糖”是持怀疑态度的，
甚至于一度信奉鲁迅先生笔下的寿镜吾老
先生戒尺的功效。多年的实践表明，戒尺只
是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慑于畏惧而屈从，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服。后来，我在教育过
程中更多地学习“四颗糖”，教育的效果反

而比一味地用戒尺好多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凯是我带过的

学生，他是中途转来我班的，来时就蓄长
发、养长指甲，上课从不带书，还常与同学
打架。一开始，我几乎天天找他来办公室训
话，也找过家长，但收效甚微。后来，我改变
策略，找他的闪光点。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和
了解，发现他酷爱运动，而且跑步和跳远特
别厉害。我便让他担任体育委员，推荐他参
加县中学生运动会。就是这个小举动，让他
一下子判若两人。如今的他，已从体育大学

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每次遇见我，总说没有
我就没有他的今天。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其实，每个孩子
都是想好的，他们的各种行为说到底都是
为了表现自己。

在我看来，无论是陶行知先生的“四颗
糖”，还是寿镜吾先生的戒尺，都只是一种
教育方式。教师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更要有
一颗公正之心，全面了解每个学生，准确把
握规则赋予的教师惩戒权利，便能做到有
的放矢。

亲爱的孩子们，听，出征的战鼓已经声声擂动，背水一战的号
角已经吹响，战旗，在风中猎猎。孩子们，你们即将见证用青春斗
志奏响的华章、用十年汗水铸就的辉煌！

作为高三的家长，我们大多数能力有限，无法像老师一样，在
书海里陪你们并肩作战，但备战高考，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你们
提供生活保障，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支持和
配合学校的工作，对你们思想上疏导、经济上支持、生活上关心，
为你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孩子们，高考，是你们人生旅途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家
长格外重视，所以，请原谅我们甚至会像孩子一样，为你成绩进步
每一分在心底欢呼雀跃，为你们失误每一题而暗自焦灼不安，也
请原谅很多父母不善表达，让每一句温情的叮嘱最终变成了像唐
僧一样的碎碎念。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我们当父母的心，会为
你涌上眉眼的那抹喜悦欢愉不已，也会因你的一声咳嗽或一声叹
息而心有余悸。我们密切关注着你学习状态的每一丝波动变化。
每一天，看班主任在群里发来的动态消息，大都是用颤抖的手点
开，渴望能在其中发现你进步的每一滴，又惧怕在其中看见你失
误的每一点。这些表象的背后，无一不透着世间最朴素的情
感——— 至亲、至深。你们虽是万千学子中的一名，可每一个你，对
于我们家长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唯一，世间，唯你一人。借用汪
国真的诗句：孩子，让我怎样感谢你，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
给了我整个春天……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
林。

孩子们，你们的辛苦和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看你们每天早
起晚睡、埋头苦读、步伐匆匆，我们心疼。就像寒冬清晨六点的闹
钟骤然响起，我们不忍喊你，心想，要不，再让你多睡一会吧，哪怕
就一分钟。可是，为了你们有更好的明天，可以让你们的人生今后
多一份选择，我们只能攥住心底的柔软，把熟睡中的你从被窝里
拽起。台湾一位作家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孩子，我要求你用功
读书，是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你想要的工作，选择你
理想的生活，而不是被迫谋生。

孩子们，你们即将开始成长道路上最关键的百日冲刺，希望
你们可以利用这最宝贵的一百天时间，用心每一秒、力争每一分、
拼搏每一天。静心备考———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勇敢坚
持———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相信自己——— 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孩子们，你若不在，远方就在远方，你若在，远方就在脚下。远
方，是一种抵达，是一种辽远，是一种广阔，远方，是一种力量！

祝愿所有的孩子们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在理想的苍穹，
展翅翱翔！

高三一轮复习对于学生决战高考至关
重要。一轮复习不只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故地重游”，将学过的知识点再罗列一
遍即可。好的一轮复习的开启方式是：在授
课教师的引领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
来分析并解决问题，收到“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

笔者以遗传版块为例，浅谈高三一轮
复习中应关注的一些问题。遗传版块是高
中生物的重点版块，涉及到遗传的细胞学
基础、遗传的分子基础、遗传的基本定律、
伴性遗传与人类遗传病，是每年高考必考
的内容，所占分值的比例较大。遗传版块更
是高中学习难度较大的版块，很多学生对
遗传避而远之。相对于其他章节，遗传版块
的逻辑思维性更强，如果能把握其内在的
联系和方法，解决问题就会水到渠成。

笔者认为，对遗传版块的学习首先要
重视科学史，梳理人类对科学的认知规律。

教材是学习的依据，了解教材的编排，
对于掌握教材内容，构建知识体系作用非
凡。当下人教版教材高中生物遗传版块是
按照时间顺序：先是学习孟德尔对遗传规
律的探究，然后是人类对减数分裂过程的
认识，接着介绍摩尔根对伴性遗传的探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对基因本
质的研究，从格里菲斯的肺炎双球菌体内
转化实验，到艾弗里的体外转化实验，再到
赫尔希、蔡斯的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最

后到沃森、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通过
关注科学史，了解人类对科学的认知不是
一蹴而就的，科学的发展是以技术的进步
为动力、新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一步一步完
成的，这中间伴随着失败、纠错、质疑等，唯
一不变是科学家对科学真理的执着和探索
精神。

其次，要重视多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
的分析。教材中介绍孟德尔自由组合定律
时，是以二对等位基因为例，F2的性状分离
比是9:3:3:1。在近几年的高考中，多次出现
多对等位基因的自由组合的分析的题型。
在一轮复习时，先以二对等位基因为基础，
分析F2的基因型、表现型及其比例，再在此
基础上分析9:3:3:1的变式，运用“合并同类
项”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如果F2的数量比
之和为16，则初步判断有二对等位基因自
由组合，如果小于 1 6，考虑是否有致死情
况。如果F2的数量比之和为64，则初步判断
有三对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再结合具体情
况分析是否有其他变式。

再次，注重与其它章节联系。

在一轮复习时不能只关注本章节，更
多时候要与其他章节联系，进一步构建知
识网络。例如分析减数分裂时，可以与生物
变异联系起来，分析减数分裂过程中出现
的基因突变、基因重组和染色体变异，进一
步与人类遗传病联系。分析人类遗传病的
检测时，了解DNA探针的作用机理，并进一
步与PCR扩增联系。分析基因的位置时，联
系不同位置基因的基因频率的计算。

还要注重对课本内容的深入探究，注
重实验的设计。

高中生物教材是一轮复习的基础，学
生要回归课本，对课本中提及的实验方法、
注意事项、课后的拓展题也要认真对待。当
然，并不是把书背熟就行。生物是自然科
学，在学习中要遵循自然科学的规律，把握
其科学原理、探究历程等，这要求在课本的
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挖。

生物是自然学科，更是实验学科，高中
生物涉及的科学原理、现象、结论等都是在
实验基础上得到的，例如孟德尔的豌豆杂
交实验、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格里菲斯

的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等。在一轮复习中
要多关注实验的原理、方法、现象与结论，
同时注意要用科学的语言表达，注意专业
名词的正确使用。

总而言之，一轮复习时不能空转，让学
生在回忆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构建知识体
系和思维导图，做到“温故知新”，在学习过
程中夯实基础，注重联系，突破高中生物学
习的重点与难点，更能突破自己学习的瓶
颈。

从从陶陶行行知知的的““四四颗颗糖糖””说说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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