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疫情防控工作， 一线的防控工
作人员发现一个通病，就是在区域封堵、
限制出行和隔离过程中， 总有这样那样
的对象时不时以“干预其个人自由”来抗
议。“个人自由”其实就是一个公共伦理
问题，即：作为公民在特殊时期应如何遵
循公共伦理中的个人自由之“度”。

我们先来看看在防控期出现的三种
人际冲突现象。

一、多见的“口角肢体冲突”现象
在疫情防控期， 很多社区和区域实

施限制出入管制以后， 总有些人借这样
那样的各种理由与防控人员发生口角甚
至肢体冲突， 其借口大多最终归结为因
管制限制了自己的个人自由。

二、罕见的“矿泉水女”现象
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女留学生在上海

接受医学隔离期间突然情绪失控， 起因
是她认为开水壶烧的开水水质太差，她
要求要喝矿泉水。 在其要求没有被满足
后， 她要求朋友寄矿泉水到隔离区给她
喝。由于隔离区物资实行统一管理，寄来
的矿泉水被暂时统一保管。 这位女学生
不能像平时一样随心所欲自己去取。 于
是该女便狂喊要讲“人权”“要活下去”。

三、少见的“跑步女”现象
被拜耳公司开除， 并被北京公安部

门通报限期离境的澳籍华人“跑步女”梁
某某，自澳大利亚抵达北京后，不但不遵
守居家观察 14 天的规定，还执意不戴口
罩出门跑步。面对防控人员的规劝，她油
盐不进，甚至故意地大喊“救命啊，有人
骚扰”。

这三种现象的出现， 究其因就是其
个人自由由于特殊时期采取限制出行和
隔离等防控措施，变得不能随心所欲了。
对此，我个人认为：个人自由并不是说一
个人在社会上“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
干”。 放眼世界没有哪种文化、哪种伦理
学理论支持并诠释个人自由就是可以随
心所欲，为所欲为。即使在所谓自由的西
方社会， 主流文化理解的个人自由也强
调“自律”，即自己要管好自己才是真正
的自由。因为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单个人
也是社会人，在个人自由的同时，还要知
道个人的责任， 把握好个人能做什么和
不能做什么的边际线， 即自由和责任之
间的“度”。

基于此，我个人觉得：
第一， 个人自由不能损害他人自由。

也就是说，你不能影响、干预和妨害别人
自由。 这次疫情，大家知道，新冠肺炎有
14天的潜伏期。 在这点上，“矿泉水女”和

“跑步女”，在明知自己的自由行为有可能
会给他人带来不可弥补损害隐患时，仍执
意为之， 这其实就是对自由精神的曲解。
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自私。

第二， 个人自由不能与个人责任割
裂。 也就是说，你的自由，且基于你的自
由做出的这样那样的行为， 你必须承担
后果。 那些不顾防控人员苦口婆心规劝
的人， 一旦由于自己所谓的自由行为酿
成病毒传染后果， 那他们就必须对那些
被传染的人负责。不考虑责任、不想负责
的人， 奢谈个人自由应定义为违反人类
良知和公共伦理。

第三，个人自由不能危害公共安全。
因为新冠肺炎有长达 14 天的潜伏期，所
以只有进行相应的隔离、 限制出行和区
域封堵， 才能有效防范交叉感染和社区
传染。在疫苗没有投入使用之前，实践证
明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
施，这也是从根本上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真谛。 何况这些限制措施有着严肃
的科学医学学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

刻意违反者，就是刻意危害公共安全。这
就不只是平常的自由问题了， 实是涉法
涉罪了。 所以有人因此被相关机关行政
拘留甚至刑事拘留。

第四，个人自由不能不知代价。一是
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是放纵，害人害己，
祸国殃民；三是自由主义太盛，不服从政
府的命令，有效地防控就是一句空话。实
践证明，有限的限制个人自由，能快速地
阻断疫情传播，在我国是成功的，在过分
强调个人自由的西方是无法实现的，大
家都知道西方一些强国至今还陷在疫情
泥潭无法见底； 三是个人自由不能影响
到他人权利，不能影响他人健康和生命。
这也是伦理学上讲的“人道主义原则”，
即伦理原则，就是要关心、帮助别人。 这
也就是说，限制是不得不为之，其目的是
帮助别人免受病毒传染侵害。所以，不能
因为限制， 就认为侵犯人权侵犯个人自
由，就认为是歧视和偏见。当然工作人员
应尽量耐心地做好劝诫工作。应该说，在
这次疫情中， 我们防控人员的工作是相
当出色的。 虽然有点小矛盾， 但也是个
例。总体上，大家对公共伦理和个人自由
之度的把握是精准的、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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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是指充分认识到人的积极因
素，并加以肯定与赞赏。 心理学家认为：
“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赏
识。 ”在幼儿园中对幼儿进行赏识教育，
尊重、相信和鼓励幼儿，可帮助幼儿树
立自信，走向成功。 然而，用“一刀切”的
方式来对不同的幼儿开展赏识教育是
不妥当的，幼儿园教师进行赏识教育需

“对症下药”。
一、赏识教育要有“三心”
赏识的前提是先接受，对幼儿的教

育也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教师喜欢
赞扬机灵乖巧的幼儿，给予淘气幼儿的
往往是批评，有时甚至是随意指责。 对
待每一个幼儿，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平
常之心、轻松之心和一颗善心。 要善于
挖掘每个幼儿的闪光点，激发其内在潜
力，让幼儿变被动为主动，使教育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1.正视差异，有一颗平常心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注重幼儿

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引导幼儿个性健康
发展。一个人的成才由多个方面决定，这
是“智力多元理论”提出的观点。 幼儿的
才能只是在时间和类型上略有不同，教
师可将所有的幼儿看作天才， 这样就不
会根据原有的表象， 将一些学习能力较
差的幼儿定性为差幼儿或问题幼儿。

比如， 在组织幼儿户外体育游戏
时，对待反应比较慢的幼儿，教师应适
当将语速放慢，表现得非常耐烦：“没有

关系，老师相信你能把它做好。 ”“再试
一次，好吗？ ”对性格较急躁的幼儿，教
师说话语气要温和，语速适中，让幼儿
焦急的情绪有所缓和：“别着急，你能把
它做得更好。 ”对能力弱的幼儿，教师要
善于捕捉幼儿的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
进步：“你比上一次勇敢了！ ”

2.巧用幽默，有一颗轻松心
苏联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认为幽默

是教育家最主要的助手。 教师在教育过
程中拥有一颗轻松的心，巧妙地运用幽
默，不只是为博幼儿一笑，更是为创建
一种愉悦、和谐的互动氛围，促进师幼
交流，引导幼儿积极主动，调动幼儿学
习和探索的欲望。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小朋友刚上
幼儿园，不愿意吃青菜，然后，老师说：
“小朋友，菜菜在跟你说话。 ”

小朋友问：“菜菜在说什么呀？ ”
老师说：“菜菜说，吃了我，咱俩就

是好朋友啦！ ”
小朋友就吃了一口， 然后就问老

师：“菜菜现在说什么？ ”
老师说：“菜菜在你的肚子里，说咱

们是好朋友了啊！ ”
小朋友挺高兴的，继续吃了两口青

菜。
就这样，老师帮助小朋友解决了吃

青菜的问题。
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在

教育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幽默，培养了幼

儿积极主动的品质。
3.恰当激励，有一颗善意心
赏识教育是以正向教育为主，面对

问题，告诉幼儿怎样应对，将发展方向
为幼儿指明。 而禁止幼儿不许做什么，
一味打压幼儿的积极性则是负向激励
的主要呈现形式。 在教育过程中若发现
幼儿出现某些问题， 教师应具一颗善
心，以保护幼儿自信心为前提，以平等
朋友的方式作出提醒，教育幼儿是非对
错，并给予一定鼓励，或在原基础上提
出更高要求，引导幼儿自我更正意识。

比如，在游戏活动中，幼儿遇到困
难时，教师可多鼓励：“让我们一起试一
试吧”“老师相信你，再努力一点，就要
成功啦！ ”当幼儿顺利完成活动时，可在
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做进一步指导：“你
下次可以尝试再运得快一点。 ”

也可在不伤害幼儿自尊心的前提
下，巧用故事批评法，给幼儿讲一个故
事或描述一个具体事件， 引导幼儿领
悟故事或事件中的对错， 并改正自身
的缺点。

二、进行赏识但不骄纵
赏识不等于骄纵， 赏识教育不是

一味的赞赏，也不是不批评，而是需要
恰到好处。 最好的教育方式是赏识与
批评并存。 赏识教育的主旨是在教育
过程中发现幼儿的闪光点和潜力，帮
助其树立信心，促其发展；对待其不足
之处，在不伤害幼儿自尊心的前提下，

提出恰当批评，而不是一味赏识。没有
原则的赏识会演变成骄纵， 这是幼儿
园教育的禁忌。

比如，在建构游戏中，对于那些实
践能力强的幼儿，教师可重点鼓励他们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可使用激励性
语言， 以达到不断积累经验的目的，比
如：“继续加油， 把你的新主意告诉大
家”“你能和大家分享下你的经验吗？ ”

三、赏识教育的目的不能模糊
卡尔威特说：“我对人的夸奖并不是

随意的。如果太随意，他就无法明确地知
道我因为什么行为夸奖他。 我总是在他
表现出良好行为时给予夸奖, 并且告诉
他是因为什么而得到夸奖。”对幼儿的夸
奖，其实是对幼儿已经实施，且具一定的
正向意义的行为的赞扬。 在平常的工作
中，幼儿容易获得“你真棒”“你真行”这
样的赞扬。如经常这样，幼儿则会失去进
取的动力和方向。因此，赏识教育的目的
一定要清晰、明确，让幼儿明白因为某事
而被赞扬。可变“你真棒”为———“你的知
识很渊博，见识可真广，老师和小朋友们
都要向你学习！ ”变“你真行”为———“你
真厉害！想出了这么有创意的方法，大家
用掌声表扬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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