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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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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级种下一种信仰在班级种下一种信仰

班改解码班改解码

教育的艺术，归根结底在于教师深沉的
爱的艺术。只有当你的爱为学生所理解、所
接受，你的爱才能化作一种力量。郑州中学
吴红霞老师28年来，以爱育爱，在自己的教育
生涯里种下了一种信仰——那就是爱。

我常对班里的学生说：“我们的

相逢就是一首歌，是一首温馨、和谐、

美好的歌。”我一直希望我带的班级

不仅仅是一个集体，更是一个家，让

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感到充实，感到

快乐。尤其是对这个家庭中的弱势

群体，我更应给予高度的关注，要做

到思想上不歧视、感情上不厌恶、态

度上不粗暴，力争成为孩子生命中的

贵人。

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交资料费

的时候他迟迟不交，经多方打听才得

知他父亲在他5岁时去世了，母亲精

神不正常，他常年过着“寄人篱下”的

生活。于是，每当他在生活、学习中

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悄无声息地在精

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使其消除自卑

心理。

爱在点点滴滴，渗透在平时生

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在我与我的学

生分开的时候，我送给每个学生一

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光盘，

里面记载了我们 3 年来的点点滴

滴，有课堂上的讨论、赛场上的奔

跑、烛光里的歌唱……我想：不管我

的学生走到海角天涯，爱将永存于

我们的记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你对学

生赋予了深沉的爱，你也会获得意外

的收获。

我想起了我的学生在教室为我

过的最隆重的生日。说隆重一点也

不过分，他们经过精心的设计，有学

生买的蛋糕，上面写着“妈妈生日快

乐”，还有学生送给我的许愿瓶，在

轻音乐的伴奏下他们共同朗诵写给

我的赞美诗……聆听他们动听的朗

读声，我流泪了，那是感动的泪、幸

福的泪。他们还精心设计了黑板

报，上面写着“幸福之家”“妈妈，我

爱你”“我爱咱们的家”“妈妈，生日

快乐——爱你的孩子们”。

2010 届学生毕业时送给我一份

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着“献给最亲爱

的吴妈妈”，字里行间抒发的都是对

这个集体、这个家浓浓的情意和深深

的眷恋。学生毕业后，暑假还会给我

过生日，在我家楼下用齐唱班歌《一

生有你》的方式跟我打招呼。作为一

名老师真的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浪漫

的故事了……

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好回忆留在

我的脑海中。我想，其实我并没有做

什么，但孩子们给予我的实在太多太

多。我想，班主任是辛苦的，但更是

幸福的。

润物无声，教育有痕。教育的

艺术，归根结底在于教师深沉的爱

的艺术。只有当你的爱为学生所理

解、所接受，你的爱才能化作一种力

量，从而打动学生的心灵，启迪学生

的思想，获得育人的硕果。而教师

也会在倾注爱的同时获得满足，收

获幸福。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郑州中学）

用心灵温暖心灵

作为一名班主任，从事教育行业28年来，班主任工作从未间断。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我还担任过三届两个班的班主任，从2011年开始，我还跨年级带两

个班的语文课，跨年级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

刚进入教师这个行业时，我把目标定位于做一个让学生爱戴的老师。也许你会想：不就是一个老师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仔细想想，要成为一个学生课

前期待、课中享受、课后敬仰的老师，又谈何容易？那是一种能力、一种水平、一种境界。20多年过去了，它仍是我孜孜以求的职业目标。

如何做到一个人跨年级跨“课头”

带两个班？我想，首先从我的班级建

设目标说起。我的班级建设目标是：

创建一个和谐、温馨的家，使其中的每

个成员不积怨，有精神饱满、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有比学赶超、公平竞争的

学习意识，有积极的人格、宏观的视

野、领袖的气质、济世的情怀。而要实

现这一班级建设目标，我认为最主要

的抓手就是自我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能够激

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

真正的教育。”这其实就是让学生生活

上学会自主管理，学习上学会自主合

作，思想上学会自我教育。我们班级

的具体做法是，学生每周上交一篇自

我教育日记，无论工作多忙，我每周必

改。每次我都能从中发现许多问题，

并且给学生写下相应的评语。

比如，一个学生在自我教育日记

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在烈日

下站军姿，默默地流泪了，不是因为

骄阳似火，也不是因为教官严厉，而

是因为在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这

个人7年来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就是我的父

亲。如果今天我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我凭什么去报仇？

看了这段话，我的心情格外沉

重。虽然这个孩子充满斗志，但心中

埋下的却是仇恨的种子，这是非常不

利于他今后发展的。事实也正如我

预料的那样，他对自己要求极为苛

刻，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

天晚上我去查寝室，一个学生匆匆向

我报告说：“老师，不好了，有人受伤

了！”我跑去一看，他的手上包扎着一

块手帕，问明缘由，才知是因为他要

求数学考 100 分，而自己只考了 90

分，以此来惩罚一下自己。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我说这

一切的时候，未曾流露出丝毫愧疚之

情，相反他感觉自己很勇敢，认为自己

严于律己、追求完美。我的一句话“你

这是一种不良的自虐行为”，让他睁大

了双眼。我与他深谈了一次，谈家庭、

谈感情、谈与人相处，有些话他也许一

时不能完全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相信他会慢慢懂的。

隔了几天，我又看到了他写的

一段文字：“今天，吴老师又找我谈

话了，有时想想她对我挺好的，可我

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这段话虽

然 让 我 有 点 伤 心 ，但 我 很 快 释 怀

了。一个对自己的父亲如此仇视的

人，质疑一下自己的老师不也很正

常吗？令我欣慰的是，在初三那个

寒假过后，一开学他跑到我的办公

室兴奋地说：“假期我和妈妈去台湾

旅游了，一到台湾就一直想给您带

一份什么礼物，都说高山茶是当地

最有名的特产，就给您带了点。”一

席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倒不是

因为一盒茶叶，而是因为他的心中

有了爱，并且学会了表达爱。

学生在自我教育日记里流露的

都是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学生阐述受

到了哪位老师青睐、哪位老师批评

时，我会写道“把表扬当作加油站，把

批评当作保健箱”。学生流露出灰心

的情绪时，我会写道“多一份自信，少

一份自卑，在你的人生字典里不应有

‘我不行’，有的该是‘我能行’”“我可

以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最努力

的”，等等。通过简洁的批语抚平孩

子心灵的伤痛，唤醒其热爱生活的激

情，发现问题及时找孩子交流，这也

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爱学生不仅是关心他们，更高层

次的爱是帮助他们成长。

让沟通改善关系

班级建设不仅需要用爱，更需

要用文化的力量。加强班级文化

建设，我的主要载体有小组建设、

班级日记、班级刊物以及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等。我们每周的班会

以队会的形式呈现，每个小团队有

自己的队名、队呼、队徽，组内形成

一帮一学习小组。加强班级文化

建设，板报也是一个很好的阵地，

主题有“新学期，新目标”“弯弯腰

拾起文明”“安全隔离生死锁链”

“学会感恩——做有责任感的人”

等，办好板报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

操，还能树立学生的集体观念，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我们有全班学生一直坚持写的

班级日记，如《成功，从这里起航》

《梦的国度，爱的家园》《走进郑中，

我心飞翔》《心灵花园》等。九年级

上学期，我们的班级日记是《一起吃

苦的幸福》，扉页上是我和孩子们的

“全家福”，九年级下学期，班级日记

取名《巅峰》，这是祝愿孩子们取得

巅峰般的成绩。3 年 6 个学期，12 本

班级日记是我们永恒的财富。我们

还有自己的班级刊物，如《书思》《青

笋谈春》《小品小品》等，这所有的一

切既可以增强班级凝聚力，和谐人

际关系，也可以培养班集体的良好

氛围。

当然，我们班在管理方面也有

“激励文化”。管理最大的功能是

激励而不是处罚，我会阶段性地对

学生的表现进行总结与表彰。比

如，与表现优异的学生合影，为他

们写颁奖词，为表现优异及进步的

学 生 颁 发 奖 品 ，这 可 以 是 一 张 卡

片，也可以是一本书。比如去年我

为班级买了一套励志丛书，其中包

括《学习真好》《友爱真好》《坚强真

好》《勇敢真好》《奋斗真好》等，这

套书籍体现的就是班级的价值取

向。我把书籍首先颁发给班里各

方面表现最好的学生。打开扉页，

上面写着：赠七一班全体同学，祝

贺某某某同学成为本书的第一位

读者。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

领，而在于极力唤醒和鼓舞。“唤

醒”他们内心沉睡的潜能，就是为

他们的未来开了一扇窗。

班级文化是班级的黏合剂，可以

把学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可以使

班级成员保持蓬勃朝气。一个集体

有了自己的班级文化，有了集体的意

志，这个集体一定能够创造奇迹。

以文化润泽教室

班级管理
需要“AA制”吗

□田希城

学校有午休生，每天中午都有执

勤老师负责带领学生吃饭。有位比

较负责的年轻班主任，看到自己班级

比较乱，每天中午都在帮执勤老师管

理班级。一位老师看到后，给了一个

“善意”的提醒：“你别管，有执勤老

师。”在这位“好心”的老师眼中，这是

执勤老师的工作，不是你班主任的工

作，你管了，执勤老师就不管了。

每当任课老师管不了班级纪律

时，学生会跑到办公室叫班主任。

有的班主任会跑去，帮着任课老师

管理一下。同样也有“好心”的老师

给出善意提醒：“这是她的课，班主

任不用管。”

像这样的“好心”老师还真不

少。在他们看来，是谁负责的工作，

就应该是谁干，不能什么事都让班主

任出面，班主任不能负无限责任。在

他们看来，工作需要“AA制”，班级管

理也需要“AA制”。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办公室接

到一位家长的电话。她说找我有点

事，我便在办公室一直等着她。她领

着自己的孩子到了以后，对我说：“孩

子存钱罐里的好几百块钱都没了，我

怎么问她都不说，今天终于说了，是

自己花了。”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

花的？”孩子说：“放学后，在家门口的

小卖部花的。”“不到一个月，好几百

块钱都没了，你买的什么东西，跟老

师说。”家长有些生气。孩子胆怯地

说：“我买了中性笔，还有自己喜欢的

本子，还分给了小珍、小宁……”

我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母女俩

的对话。妈妈很气愤，气愤的是孩子

花钱不跟自己说。孩子感觉很无辜，

花自己的钱凭什么要跟父母说。我

呢，听着听着就明白了，这件事与我

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学

校之外，并不属于我管理的范畴，再

说了，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我可以

无须过问。但是，我没有拒绝这位妈

妈，反而管起了这件事。

我首先让孩子到办公室外面等

一下，对这位妈妈说：“孩子花自己的

钱，作为家长不应该管得这么紧，因

为这是她自己的零花钱，她有自己花

的权利……”我耐心地把家长的工作

做通，又把孩子叫进来：“老师觉得花

钱要有度，要学会节制，没几天都把

钱花光了，当你急用钱的时候该怎么

办呢……”孩子听完我的话，基本已

经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此时，路灯

已经亮了起来，原本不属于我管的事

情终于结束了。

面对这件事，如果按照“AA 制”

原则，我完全可以不管，因为这事不

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这是家长方

面出现的问题。可是，班级管理是

一份责任，每一位管理者——班主

任、任课教师、家长都应去管理，这

样才能把班级管好，因为这是一份

责任。

这就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不

需要非常明确谁刷锅、谁洗碗、谁扫

地……地脏了，你看到了主动去扫，

吃完饭，你有空就刷锅、洗碗，在家

里多干点活不吃亏，只有争着干，才

能把日子过好。都推三阻四，日子

肯定没法过。

班级管理亦是如此，任课教师在

管理班级时遇到了问题，班主任知道

后，伸伸手与任课教师一起管。家长

在教育孩子时遇到了难题，班主任伸

伸手帮一把……只有管理者一起担

起这份责任，才能把班级管理好。因

为，责任不能“AA制”。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第五中学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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