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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12月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智者说智者说

因为爱，我选择了教育，并担负起年级主任和班主任双重职责。班级管理

中，我以师爱为基，用真诚传递真诚，以心灵贴近心灵，弹奏一曲爱的乐章；用激

情点燃激情，让感动延续感动，映照一片亮丽的晴空。

如果说学生是花，那么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作

为教师，不变的是心系学生、静待花开的愿景。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李欢欢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班主任

征 稿

【班改解码】班改如何促进和

支持课改，班改有哪些生动的创

新经验？让我们一起挖掘基层学

校出现的深度班改经验。2000

字左右。

【创意班会课】有创意的班会

课，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老师，你的班会课有哪些创意？产

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欢迎记录下

来。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稿件必

须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你要知道科学方法的实质，不要

去听一个科学家对你说些什么，而要

仔细看他在做些什么。

——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

在我看来，教给学生能借助已有

的知识去获取知识，这是最高的教学

技巧之所在。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读书之法无它，惟是笃志虚心，

反复详玩，为有功耳。

——南宋理学家朱熹

成为自己，是一条长路，美国

作家约瑟夫·坎贝尔把它称为“英

雄之旅”。完成了这个旅程的人，

会彻悟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武志红

选择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有三

种答案，即选择比努力重要，努力比

选择重要，两者同样重要。这是一

个伪命题，因为努力和选择本来就

不在一个维度，没有可比性。其实，

重要的是认知。如果一个小孩生活

中只见过蔬菜和鸡蛋，那么你问他

想吃什么，他的回答肯定就在蔬菜

和鸡蛋之间选择，或者他都要。但

是，能期望他回答“我想吃汉堡吗”？

——畅销书作家赵昂

（波音 辑）

与小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新生报

名的现场。那天，小马的爸爸带着小马

来报名，正好遇到了小马的妈妈带着小

马的姐姐来报名。

是的，小马和姐姐是家庭离异的龙

凤胎姐弟。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爸爸

也有了新的伴侣。

小马面对自己的妈妈、姐姐，想认却

不能认，只能呆呆地望着，看起来让人心

生怜悯。

开学那几天 ，小马简直要把我逼

疯了——

他仿佛听不懂我的话。刚排好队

伍，还强调了他的排队号。可回了一趟

教室，他又忘记自己排在哪里。一人一

个柜子，第二天到校，他把书包放进了别

人的柜子。

我仿佛也听不懂他的话。开始我以

为他只是胆子小、声音轻，后来我才知道，

他可真不是那样。任课老师上完课，都会

向我抱怨：“你们班的小马怎么回事，站起

来一句话也不肯说，还瞪着眼睛看着我。”

他的学习糟糕到了极点，教我们班

的老师都知道。

他的爸爸基本不管他——每天姗姗

来迟，好几次第一节课都过去几分钟了，

他还没到。我向他的爸爸询问，他爸爸

冷冷回我一句：“我睡过头了，等下送。”

放学时，他都要在门卫处等爸爸。后

来，我干脆把他留在办公室里，才见到他

那“忙得不可开交”的爸爸——竟然穿着

睡衣来接孩子。这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家校本”不签字已经是常态，群内@

他爸爸永远石沉大海。数学老师几次添

加他爸爸的微信，都被拒绝了。

他的阿姨（小马爸爸的新伴侣）非常

强势——她生起气来歇斯底里。我从没

见过一个妈妈会因为一个本子的小事，

打电话来问责孩子的班主任，甚至无礼

到要求老师大半夜上门道歉。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沟通，误会

解除。他的阿姨告诉我：“孩子的智商

80 撑死了！”我不敢再问下去，我怕提起

这个家庭的伤心事，也怕给孩子再带来

一顿责骂。

我的母亲听了这些事儿，说：“可怜

啊，聪明的孩子也被骂傻了。”

母亲还提醒我，在学习上别逼小马

太紧，多留意他身上有没有伤痕。想到

他愁眉苦脸的样子，确实让人动容，我决

定对他更宽容一些。

之后，我把小马的情况告诉了任课

老师。他在许多时候都能得到老师的谅

解。我感觉他开心了很多。

他的胃口很好，吃得比我和另外一

个老师加起来都多。我告诉自己：“也

好，能吃是福。”

他的身体很好，一次流感下来，班里

学生陆续病了，只有他连鼻涕都没流。

我安慰自己：“这也是他的长处！”

虽然课上大多内容听不懂，但他不

是趴在桌子上懒洋洋的啥都不做，至少

可以坐直看着老师。无论他听进去多

少，我都心满意足。

他写作业变得积极了。以前拖到放

学，现在总是赶在大部分同学的前面。

经过观察，我才知道他速度加快的原因。

他总是缠着同桌教自己写作业。我

便聘请他的同桌做小老师，一周奖励5学

分。小马呢，每天完成作业，也能获得相

应的学分。

与小马的相处，让我想到了《牵一只

蜗牛去散步》。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

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

爬，每次总是挪那么一点点。我催它，我

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

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全力！”我拉

它，我扯它，我甚至想踢它，蜗牛受了伤，

它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要我牵一只蜗

牛去散步？“上帝啊！为什么？”天上一片

安静。“唉！也许上帝去抓蜗牛了！”好

吧！松手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

什么？任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

气。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有个花

园。我感到微风吹来，原来夜里的风这

么温柔。慢着！我听到鸟声，我听到虫

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咦？以

前怎么没有这些体会？我忽然想起来，

莫非是我弄错了！原来上帝是叫蜗牛牵

我去散步。

这就是我和小马的故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新城实

验小学）

今年是我成为人民教师的第四

年。还清楚地记得3年前大学毕业，

我前脚刚踏出大学校门，后脚就毅然

走上了热爱的教育岗位。

那一年，我成为 62 个一年级孩

子的班主任；那一年，我对自己说：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也将是

我一生的事业！”

在这几年时间，我陪着孩子们

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也不断地记录

着我的教学感悟。借着学校“每日

一思”特色活动，我每天或多或少都

会写一些教育小短文。

通过几年的积累，我发现，班

级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教师掌握

诸多技巧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

一点就是，班主任要做一个“戏精”

老师。

一秒变脸

我可以是和蔼可亲、让学生黏

腻的“大姐姐”，也可以是“令人发

指”的“大灰狼”，一秒钟可以实现随

意切换。

没有表扬鼓励的孩子是没有自

信的，而没有批评惩罚的孩子则是

没有规则的，所以班主任要做到模

式上的任意切换。

孩子犯错时，佯装生气的自己

也蛮有意思，表面上怒目圆睁，可是

看着孩子的小脸，心里却是忍不住

的喜欢。

唱好“独角戏”

班主任也要唱好“独角戏”。

有时我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令学生敬佩不已的大才女；有时我

是在操场上和孩子一起游戏、一起

奔跑的大朋友；有时我是在小花园、

楼下长椅上和孩子唠嗑的“知心姐

姐”；有时我还是装傻充愣让学生教

我知识的“糊涂虫”；甚至有时是一

边上课一边表演，引得学生捧腹大

笑，或者讲到课文动情之处，忍不住

流泪哽咽，惹得学生跟我一起嚎啕

大哭的“精神病患者”；我还可以是

法官、医生、维修工……

巧用“双簧戏”

双簧，是一种需要演员密切配

合的民间艺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

的班级管理。

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提升

他们的自信心，或者解决一些“捣蛋

精”的问题，我经常带着搭班老师甚

至教导主任、校长一起演“双簧戏”。

比如，我佯装无意间对某个孩

子说“数学老师说你很棒”，或者

创造某种条件让学生间接听到你

对他的评价和关注，这样就会产

生“第三人效应”。这场戏呢，实

施起来也非常有意思，效果还相

当显著，但要注意不能滥用，也千

万不要露馅哦。

再比如，当“捣蛋精”屡教不改，

对你的批评教育产生“免疫”时，与

教导主任或校长等权威性人物的

“双簧戏”就要派上用场了。一封手

写的承诺书，签上一个工工整整的

名字，按上红红的小手印，再扣个大

大的印章，这些足够他“老实”一段

时间了。

当然，这些都是在必要时才能

上演的“大戏”，因为戏份足，所以效

果“杠杠的”。

和家长一起“演戏”

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

联系家长互相配合、商量对策，才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

这不，昨天班里一个多次打架

屡教不改的孩子，又把另一个孩子

推倒致伤了。

晚上下班后，学生家长找到我

面谈。我和孩子爸爸妈妈像推理剧

本一样，把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对

待孩子的态度、该说的话推演了一

遍又一遍，历时近两个小时。

今天到班里一看，孩子面貌一

新，心理战术效果显著。在感叹我

揣摩对了孩子心理的同时，也惹得

家长戏称我为“最佳总导演”。

人生就像一场戏，只有努力扮

演好每一个角色，才能收获不一样

的精彩。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做好自

己，做个幸福的“戏精老师”，这样挺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沧州市运

河区南环小学）

我和你我和你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李 佳

9月，酷暑未退，新一轮班级管

理工作又开始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班干

部竞选时，班长职位“门庭若市”，

而劳动委员的职位却无人问津。

于是，我不得不施展“洪荒之力”，

充分介绍劳动委员这个职位在锻

炼个人能力方面的作用。几分钟

后，终于有一个外表柔弱的女生站

起来，说想竞选劳动委员。最后，

她直接当选。我心里暗自嘀咕：看

来，劳动卫生又将是班级工作的重

头戏。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劳动委

员，本想和她商量班级劳动卫生的

工作安排，没想到刚上任的她竟把

一份详细的人员安排表交到了我

手中，表格上有每天的清扫任务及

每个学生的劳动任务，安排详细、

到位。新上任的劳动委员竟然如

此能干，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

喜。我想，这样班级卫生应该不用

担心了。

但接下来一个星期，班级卫

生状况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令人

满意。教室的地板时不时会出现

无人清扫的局面；教室的黑板常

常要么不及时擦，要么擦得不干

净；讲台上粉笔盒与黑板刷时常

凌乱地摆放着，而且常被粉笔灰

覆 盖 着 …… 看 着 如 此 凌 乱 的 教

室 ，原 本 的 好 心 情 也 会 变 得 烦

躁。这样的卫生状况如果继续蔓

延下去，一定会影响科任教师的

教学心情，同样也会影响全班学

生的学习情绪。于是，我在班上

强调卫生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劳

动委员每天要直接提醒有劳动任

务的学生，但良好的效果只持续

了两天，问题依然存在。

于是，我把劳动委员请到办

公室询问情况，还未开口，她就向

我诉苦：“老师，我明明已在班上

通报了每个同学的劳动任务及时

间安排，而且还将劳动安排表贴

到墙上了，但总是有同学不能完

成，每天都要我一个个通知，有的

一早通知了也会忘记。老师，我

真的很无奈。”

看着一脸愁容的劳动委员，我

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与她一起想

办法——是不是每天安排一个卫

生小组长，请组长提醒组员，这样

自己的任务也会轻松些。她开心

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第一天效果很好，可几天之

后，我发现教室卫生仍然没有什

么改观，当我再次找到劳动委员

询问情况时，她说卫生组长也向

自己诉苦。

为什么分工如此明确，学生还

是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教室卫生

还是存在问题？

冷静下来想一想，最主要的问

题不是提醒不提醒的问题，而是学

生在班级劳动卫生方面普遍存在

消极怠工的心理。现在的学生大

多娇生惯养，缺乏劳动意识。如何

调动学生的劳动积极性，是改变班

级卫生状况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想起农村责任分田到户后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小组合作学

习时学生的学习热情，于是我向劳

动委员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劳动卫

生安排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这样既

方便组长及时通知，也能加强各小

组的团结协作能力；二是将班级卫

生分成 9个板块，由各小组自己挑

选劳动责任田，以此调动大家的劳

动积极性，同时也能加强同学们的

劳动责任意识。听完我的建议后，

劳动委员眼睛一亮，立刻拿起纸笔

安排起来。

之后的“会议”上，各小组积极

挑选自己的责任田。第二天，班级

卫生出现明显改观。一大早，扫地

的扫地，拖地的拖地，擦黑板的擦

黑板，擦窗的擦窗……各个劳动卫

生板块都能看到学生忙碌的身影。

但我不敢高兴得太早，这种现

象也许又是昙花一现。一个星期

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一进

教室，总有一种清新整洁的感觉扑

面而来。看来，我似乎找到了一个

解决班级卫生问题“一劳永逸”的

方法了。我心里暗自窃喜。

好现象持续了一个月。班级

重新分组后，教室卫生又开始出现

各种问题。我叹了一口气，看来又

得重新调整了。

难道一劳永逸真的只是一个

传说？班级卫生工作如何才能做

到尽善尽美呢？

思考了好久，我发现，可能是

自己还没完全找准问题的关键所

在。找准问题，对症下药，不仅要

学会安排任务，同时也要学会进行

激励。

于是，我私下调查后发现，有

些组长的劳动意识不强，有的组员

不太服从组长安排……于是，我将

那些卫生做得不好的小组召集在

一起，指出他们的问题，要求他们

重新挑选自己的责任田，而那些做

得好的小组则保持不变。与此同

时，我又在班上“大造声势”，期末

要在班上评选劳动卫生先进小组，

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看到学生眼中闪出的亮光时，

我知道接下来班级劳动卫生工作

应该会有很大起色。当然，我也明

白，也许过不了多久，班级卫生工

作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不过，当他

们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良好的

习惯，那再多来几个回合，我都觉

得值了。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岳阳市第

十五中学）

班级劳动“风波”

做一个幸福的“戏精老师”
□张晓娜

班级
合伙人

□李朝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