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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育
.

影响的一致性

学生的成和长发展
,

要受到多方面因素
,

多

种教育力量的制约和影响
。

因此
,

在教育过程中
,

必须坚持教育影响的一致性
,

协调和统一教育力量
,

形成学校
、

家庭
、

社会三支教育力量综合影响的合力网络
,

共同促进学的生康健发展
。

一
、

学校教育的一致性学
校教育影响的致一

.

是学校现实培养目

标的重提要前
。

在学校中
,

各条梁道和各个部门的教育同时作用于相的同教育对象
,

这些教影育响
,

有时在相同的方向上作用于学生
,

有时则在不同的甚至反相的方上向作用于学生
,

时学生的发展分别起推动或阻碍作用
。

因此
,

要求学校各方面教育影响在教育指导思想
、

教育目标
、

教育内容
、

教育要求等方百
,

取得认识上
、

行动的一上致和统一
。

学校领导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工作的统一

领导
,

经常召开各个部门的联席会议
,

定期讨论
、

交流情况
、

共同分析
、

研究学生状况
,

统一思想教育
,

明确教育目标
,

制定统一的教育
计划

、

教育措施
,

充分发挥各部门各组织的教育作用
。

学校教师之间要相互协调
,

密切配合
。

在

教育方针指导下
,

班主任要切实做好任课教的 师协调工作
,

共同了解和研究学生状况
,互通报情

,

统一教育口径和要求
,

齐心协力
,

互相支持
,

分工作协
,

全体教师团结于共同的工作目标上
。

如果教师之间互不通气
,

各自为政
,

·

各行其事
,

教育要求互质相矛
,

学就生会莫衷一是
,

无所从适
,

从而弱削教育力量
,

影响教育效果值得指
的出是

,

任课教师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是至重关要的
,

特别是对某门学科有着特殊爱好的学生说来
,

他所敬佩的任课教师的亲切侮教
,

往往胜过其它方面的教育影响
,

任课教师在与学生接触交往中的谈言
、

举止
、

品行修养以及对一些同学的不同看法和见解
,

对学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ǐ

因此
,
任课教师要切彻贯实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

挖掘教材的内在思想因素
,

针对班级实际
、

社会实际
,

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
。

同时
,

任课教师还要以身作则
,以身示范
,

言行一致
。

做好织组协调工作
,

充分发挥团冥青团à
,

队ǎ少先队à
、

会(学生
ù

会
、

班委会à的教育作用
。

团
、

队
、

会也是教育学生的不可忽视力 的量
。

团
、

队
、

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

并通过组织发展工作
,

促进学生进步
。

团
、

队
、

会干部要团结协作
,

紧密配合
,

防止互不相干或互相拆台的不良现象
。

ì一
、

庭教家育一致的性

家庭是学生活生
、

学习的重场要所
,

加之

学生与家庭在血缘上
、

经济上
、

思想感情上着 有密切的联系
。
因此

,

家庭中的多种因素
,

诸如家庭的自然结构
、

经济结构;家庭关系
、

家庭气氛
、

生活习惯等
,

都在耳会津目染的作用下
,

影响学着生的发展
。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中具有不可佑低的地位和作用
。

在家庭中
,

多数家庭能以身作则
,

又富有

教育经验
,

能够协调一致地教育子女
。

但也有不少家对长教育子女缺乏认识
,

缺办少法
,

有的教育思想不一致
,

教育要求不统一
,

互相矛盾
,

这都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

因此
,

长家
ǎ包括父母及其它家庭成员à对儿童的教育

,必须要求统一
,

严而有ō格ó
,互相支持
,

密切配合
,

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成
。

如果孩子做错了事
,父批评亲
,

母亲护短;妈妈责备
,

扔奶撑腰
,

必然会使孩子不知所措
,久而久之
,

就会使孩子是非不明
,

善恶不分
。

有的财利用家要长求的不少致
,

而掩盖自己缺的点
、

错误
,

拒绝接受正确的批评教育
,

甚至养成行我素我素
,

投机钻营
,

趋利避害
,

见风舵使等双重人格
,

影响青年少学的生正常发展
。

三
、

社会教育一的致性受教育者作为一社个会成员
,

在与社会各

方面进行交往的程过中
,同时也就接受了社会活生的影响

,

这种影响在会社活生各的个领域足无所不在
,

无时不有的
。

青少年学生接社受会信忘数量大
,

道梁多
,

对社会思潮反映快
,

而学可生塑性大
,

识别能力差
,

既容接易受正面影响
J
也容易错误受影到响

。

因此
,

社会教育也必须坚持一致性
。

在社会上
,

对学生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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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社会团体
、

组织
、

社会思潮
、

社会风气社会典论
、

邻里环境及各种传宜工具ǎ如广播电视
、。电影
、

戏剧
、

报书刊物等等à
。

在这些影响因素中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也有极消的一面
,

有好的
,

也有不好的
,

有的影响虽然不是坏的
,

但由于学生理解不对
,

会也产生副作用于由封建余毒及资产阶级思想
、

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

社会上还有种种不健康因素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成长
,

如会社上现出的ō金钱万能论ó
,·

新的ō读书无用论ó
,

以及不健康的黄色书刊
、

淫秽录相
,

不良的社会风气等等
。

在社会上教育影响不一致的现象还相当严重
。

社会教育的一致性
,

要求会社教育机构
、

宣传机构及出版
、

影视部门
,

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及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学习
,

加强监督
、

管理
,
.

治理社会环境
,

整顿党风
,

消除腐败
,

纠正不正之风
,

定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统一思想
,

统一认识
,

统一口径
,

按照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
、

政策进传行宜教育
,

力求保持教育影响的一致性
,

把青少年学生引入正确的发浪轨道
。

四
、

学校
、

家庭
、

社会教育的
.

一致性
.

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工作是各由方面教育影

响机有构成的
。

学校
、

庭家
、

社会是教育青少年学的生三支量力要重的
,

洛方教育力量只有共同联系
,

密切配合
,

才能变ō分力ó
ù

为ō合力ó
,

做好教育工作
。

因此
,

要充分发挥各方教育力量的作用
,

提教高育功效
,

必须加强各方的面组织协调工作,娇正各力支量用力方向不一致的现象
,

保持教育方向的一致性
,

教育要求的统一性
,

教育活动的协调性
,

形成一股统一的教育力量
。

学校在党和府政的领导下
、

是肩负教育训

练青少年一代任务的专门机构
,
食有完善组的织和制度

,

有经过专业训练具的有高尚岛德修养和丰富的业务知识
,

懂得教育科学的教育工作者
,

应充发分挥其主导作用
,

切实好抓对各种教育力量的组织
、

协调指和导
。

学校必须密切与学生家长的联系
,

动主向

家长传宣党的教育方针
,

传授教育科学知识
,

教给家进长行家庭教育的原理
,

介绍学校教育情况
,

共同流交
、

分析学生的各种表现
,

研究

探讨教育方法
,

制定教育计划
.

措施
,

以取得家长的配合和支持
,

共同担负起教育学生场责任
。

此与同时
,

家长也必须积极动主地与学校教师
,

尤是其班主任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家长活动
,

及时了解学校教育工作
,

护维教师威信
。

如果家庭要求与学校教育相互抵触
,

甚至南旅北辙
,

势必.lA弱或抵消教育效果
,

少年学生处在一个复杂社的会生活中
,

他们的发展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

社会ō大气候ó对学校ō小候气ó有着巨大的影响
。

因此
,

学校应与社会有关部门密切联系
,

保持一致的方向
,

采取统一的步骤和方法
,

共同教育年轻一代
。

学校要充分利用教其育可的控性制
,

种衬各社会影响作出选择和调节
,

把社会中积的极因素组织到学校教育过程中来
,

以扩大和加强对学生积的极影响
,

防止和克服极影消响
。ǎ作者单位

: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à

出的
: “

中华民族的振

兴
,

美好未来的创造
,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胜利
,

要靠全体人民的

努力
,

归根到底
,

要靠

广大青年继往开来
,、

脚

踏实地
,

艰苦奋斗
。 ”

.

第三
,

要讲清艰苦

奋斗与成才的关系
。

艰

苦奋斗不仅是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 的方针
,

传家

法宝
,

也是青年成才的

必由之路
。

教育中
,

要

针对大 学生的心理 特
.

征
,

运用生动
、

真实
、

感人的事例
,

阐明四点
:

一 是古今中外
,

凡学有

专长
,

有所成就
,

对人

类做出过贡献的人
,

无

不是奋发图强
,

艰苦奋

斗的结果
。

艰苦奋斗是

成鱿事业的强大精神动

力
。

危难使人立志
,

奢

侈使人丧志
。

二 是生活

永通属于不怕艰苦的开

肺者
,

属于 自强不息的

人
。 “

成由俭
,

玻由奢
’ . ,

玩 物者必丧志
。 三是朴

素节俭不是生活刁幼节
` ,

而

是共产主义 的高尚情操
。

俭以养德
,

奢必惰
。

四

是一个人的品德
,

是靠

平时一 点一 滴磨炼
、

修

养而成的
,

决不是自生

自长
,

一 朝一 夕的事
。

只有让学生明确了这些

人生哲理
,

才能自觉的

在平时生活中按照
“
四

有
”

的要求塑造 自己
。

(作者单位
:

湖北省药

检专料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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