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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成金

陶行知对少年儿童求知学习的方
法，经常有所指点，最为突出的就是

“点石成金”的故事，这也可以说是少
年儿童求知学习的最首要、最关键的
方法。

在一次育才学校的晨会上，陶行
知上台去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
很有本领的道人，只要他用手一指，面
前的乱石立即会变成黄金。一天，他

让众徒弟坐在他四周，自己用手指点
着地下一堆石块，立刻石块都变成了
黄澄澄、亮光光的大小不等的金块。
众徒弟看了又惊又喜，个个拍手叫好。

道人对徒弟说：“每人选一块金
子，拿去买点吃用的吧！”徒弟们都扑
到黄金堆里去翻拣，有的要选一块颜
色最黄的，有的要拣一块亮光最足的，
有的想找一块最大的，大家东翻西找
忙个不停。

这时却有一个徒弟，他没有去拿

金块，只是呆呆地站在道人旁边，两只
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师傅点金的手
指看，边看边思考。道人问他：“你为
什么不去挑选你最喜爱的一块金子
呢？”这徒弟回答说：“金子虽好，但一
用就完，我看中了师傅那个点石成金
的指头。”

讲到这里，陶行知突然停住了。
学生们急于要知道故事的结局，都催
促他：“校长，你快讲下去呀！”“快点讲
下去呀！”

陶行知不再讲故事，却一转话
题，进行了一番评述，他说：“世上有
多少人被闪闪发光的金子迷惑，而
忘记了点石成金的指头。同学们，
你们在学校求学，可不能光想得到
老师和书本传给你们的现成知识，
这些知识虽好，但仅仅是世界上全
部知识的一个部分。随着时代的发
展，这些现成的知识有的会用不上，
有的会显得陈旧。你们拼命把老师
和书本上的知识死记硬背，即使你

能背出，你在追求学问（真理）的大
道上还会碰到许多新事物、新问题，
到那时你能责怪老师没教过、书本
上没见过吗？死记硬背不思考，是
书呆子的学习方法，老师‘教多少’，
这些学生就‘记多少’，这样，是赶不
上时代、超不过老师的。那么，我们
的国家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求
学必须要学会寻找知识的途径和方
法，这就像是拿到打开知识宝库的
金钥匙，也就是这只点石成金的指

头。你们才可以毫无止境地去探求
知识，超越老师，我们的国家才能一
代更比一代强。”

同学们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懂
得了陶行知讲故事的意图。从此，大
家不再死记硬背，各自努力寻找学习
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老师们也不是片
面地向学生传授现成知识，而是创造
各种各样的学习条件，帮助学生探索
学好各门学科的方法和能力。

（本栏目由 李俐均 周云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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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①提倡平民教育的陶行知，脱下西装
穿上平民服装

②育才学校成立三周年会上，陶行知
发表的《每日四问》

③周恩来托人送给陶行知的一件延
安自纺自织的毛线衣

④陶行知的每日四问

要又学又问

1939年夏天，有人介绍一
位青年诗人到育才学校半工
半读，介绍信上写道：“刘文
伟，诗人高歌的学生……”陶
行知一看，风趣地说：“喔，
文——伟，你诗文伟大呀？”青
年忙说：“不，相反，很渺小，我
已经把伟字改成苇，芦苇的
苇。”

陶行知笑了，说：“你愿意
做芦苇，好，芦苇做成船，也可
以渡人到达彼岸呀！”过了一

会，陶行知又说：“你是高歌的
徒弟，一定是个洋诗人吧？”

青年人答：“不，我是土
人，从小是孤儿，做过童工，爱
唱劳动号子，自己编词儿，是
地道的‘杭唷’派。”

陶行知“哦”了一声说：
“那我们是同志呢，我也是‘歌
谣派’，你读过我的诗么？”

青年人说：“读过，很喜
欢。听说你跟唐代诗人白居
易一样，写了诗先读给老妈子
听。我还喜欢唱您编的歌，
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

脑相长歌》等等。”
陶行知立刻喜欢上了这

个叫刘文苇的青年人，对他
特别关心，经常问他学习、生
活的情况。当时，刘文苇才
18 岁，学习兴趣很浓厚，而且
爱好广泛。在育才学校，他
感到什么都新鲜，样样都想
学想问。陶行知工作很忙，
平时住在北碚，到学校来一
趟 不 容 易 ，要 处 理 的 事 很
多。但刘文苇见缝插针，一
有机会就去向陶行知请教，
陶行知也总是热情耐心地回

答他的问题。
有人责备刘文苇“不懂

事”，但陶行知鼓励他说：“做
学问就是要学要问。我过去
写过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
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
每事问’。学问，学问，光学不
问只是一半，光问不学也只是
一半，又学又问才是完整的学
问。好比一个人，不能光有右
手右脚，也不能光有左手左
脚，要左右配合才是完整的
人。”

陶行知的教诲给他很大

启发，他也写了一首诗，题为
《学问》：

学问学问，既学又问。
光学不问，半截理论，
死啃书本，用时不灵。
光问不学，一半是零，
不成条理，低级水平。
又问又学，真正聪明，
又学又问，才是完整的活

的学问。
在陶行知和育才学校文

学组主任艾青的帮助教育下，
刘文苇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
诗人。

四块糖的故事

一天，陶行知在校园里看
到学生王友用泥巴砸自己班
上的男同学，陶行知立即制止
了他，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
去。

放学后，王友早早地来
到 校 长 室 门 口 准 备 挨 训 。
这时，陶行知走过来。他一
看到王友，就掏出一块糖果
递 给 他 ，说 ：“ 这 是 奖 给 你
的 ，因 为 你 按 时 来 了 ，而 我
却迟到了。”

王友惊愕地接过糖果，目
不转睛地看着陶行知。这时，
陶行知又掏出一颗糖果递给
王友，说：“这块糖果也是奖给
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打人的
时候，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
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励
你。”

王友更惊愕了，他不知道
校长到底想干什么。

这时，陶行知又掏出一块
糖果放到王友的手里说：“我
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

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
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证
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
人 作 斗 争 的 勇 气 ，应 该 奖
励。”

王友听了非常感动，他失
声叫了起来：“校长，你打我
吧，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
己的同学呀！”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又
掏 出 一 块 糖 果 递 给 王 友 ，
说：“你能正确地认识错误，
值 得 奖 励 这 块 糖 果 。 现 在
我已经没有糖果了，你也可以
回去了。”

陶 行 知 的 教 育 让 王 友
明 白 了 ，不 管 在 什 么 时 候 ，
都 要 换 个 角 度 想 想 问 题 。
可 见 ，父 母 教 育 孩 子 时 ，应
该 经 常 问 自 己 ：“ 要 是 我 处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我 会 怎 么
想 呢 ？ 又 会 怎 么 做 呢 ？”

“ 我 现 在 应 该 为 他 做 点 什
么 ，他 的 心 里 会 好 受 一 些
呢 ？”这 样 ，孩 子 往 往 会 看
到 问 题 的 另 一 面 ，从 而 产
生宽容的品格。④④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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