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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19年4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担任班主任的10多年间，我养成

了写德育日记的习惯，把自己每天的

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重读德育

日记，重新思考德育，让我更加坚定

了：德育像一场浪漫的旅行。

★日记摘选1：

今天早上到校时，还剩一个车

位，我正准备转个弯把车停进去，忽

然看到 3 个学生在打扫卫生，就在旁

边停下车等着。一个女孩发现我在

等，马上把另外两个女孩拉到旁边。

我把车停进去，她们正准备去扫其他

地方，我走过去说：“来，借一下你的

扫把。”我把车位下面扫干净，又将扫

把还给了她们。

当她们发现我在等待时，她们会

礼让我；当她们因为停车后不能打扫

时，我要帮她们把车位扫干净。这时

候，我们不是老师和学生，我们都是

公民。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公民的

责任。

重读感悟：德育可以在任何空间

和时间发生，如果心存美好，人的一举

一动都有德育效应。教师与学生之

间，哪怕互不相识，只要有接触，就是

一次沟通的良机。这则日记我常常重

读，我很喜欢这一天的开局，我记得自

己当时的心情，也记得她们的动作和

神情。没有师生的界限，平等温和地

相处，一起做好一件事，互道感谢，心

存感恩，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日记摘选2：

黑板报评比，我们班又没得奖，

板报组的学生很沮丧。我知道，孩子

们出黑板报尽心尽力，总是想方设法

弄得漂亮一点。自己看着挺好，可与

别的班级一比，马上就“无感”了。

我 从 不 给 孩 子 们 设 定 获 奖 目

标，黑板报是宣传新知的窗口、锻炼

能力的平台，跟评奖关系不大，因此

我的愿望是每个学生都能出一期黑

板报。但孩子们想拿奖，只允许有

特长的同学进板报组。虽屡战屡

败，但他们总相信自己下一次有机

会获奖。

我建议他们出黑板报用粉笔绘

图，他们却坚持用广告颜料。我说，

粉笔画清理起来比较方便，节约水资

源。他们说，广告颜料画出来效果更

好，容易得奖。

他们想让班级得奖，这说明集体荣

誉感强，也说明功利心强。什么时候荣

誉感不跟功利心“打架”，那该多好？

重读感悟：这么多年来，只要学

校的评比制度还在，孩子们就不会放

弃。我理解他们，虽然我的想法没

错，但他们的追求也是对的，精益求

精，尽善尽美，多好的事情啊。我认

为，班主任应该理解、尊重他们的选

择，如果没有理解和尊重，只剩下强

制和灌输，还有德育的美好吗？

★日记摘选3：

班里有个学生，因为动过手术不

能憋尿，所以我允许他可以在任何时

段如厕。其他学生也想钻这个空子，

他们说：“他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

去？他的次数比我们还要多呢？”因

为涉及学生隐私，我只能讲校规、讲

道理，但个别难缠的学生还是不肯听

我的劝告。

学校规定，不能带零食到教室。

但有学生患病，常常随身携带水果糖，

血糖低的时候吃一粒就好，这可是“救

命糖”。因为患病学生自尊心强，不想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为她开特例

的原因又不好明讲，我只能选择性“执

法”。有时引起学生不满，说我处事不

公，我也不能怪他们。

重读感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自然之理。但规矩不是万能的，

为保护学生个人隐私而突破规矩，其

实是对人的尊重，也涉及德育的伦理

价值方向。就像影片《拯救大兵瑞

恩》那样，为让一个人安全回家而牺

牲多名士兵的宝贵生命，到底值不

值？这样的价值考量通常只有一个

答案——值！在我的班主任经历中，

还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我的答案仍将

如此。

★日记摘选4：

今天早上进校门，把车停到刷卡

处。本来以为每天都驻车刷卡，技术

上是过关的，没想到波波老师说车头

差点儿碰到她。我吃了一惊，赶紧问

详情，波波老师说没事儿，是她站得

太近。

想起上个月有一回，我从 T 字路

口转弯，速度很慢。忽然后面一辆电

动车疾驰而来，我赶紧刹车。电动车

司机停下来瞪了我几眼，张嘴就骂，

责怪我挡了他的路。

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但同样情境

下，波波老师和和气气，“电动男”骂

骂咧咧，我敬佩波波老师，我愿像她

一样成为宽容平和之人，绝对不加入

“电动男”的行列。

重读感悟：这个事例我会讲给每

届学生听，我从中归纳出一条原则：

坚守美好，绝不成为那种连自己都厌

恶的人。我邀请学生和我一道，把这

条原则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

初中 3 年，一起成长，彼此提醒，我们

更有力量。

★日记摘选5：

王老师这学期接我们班的数学

学科，她在教育方面也有绝招。

以前，有学生在课本、作业本上

涂涂画画，我把这种行为视为“不务

正业”。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觉

得学生的行为浪费学习时间，必须制

止，并加以批评；二是把学生当成绘

画人才，送到板报组去出黑板报。两

种方式都是阻止学生随便涂鸦，带有

惩罚性质。

可 王 老 师 的 做 法 让 我 眼 前 一

亮。她把自己的课本交给学生，说：

“这么喜欢涂涂画画，你给老师设计

个新封面吧。”学生欢天喜地接受了

新任务。交上来以后画得还真不错，

设计得漂亮、用心。之后上数学课，

设计封面的那个孩子眼睛亮亮的，听

讲特别认真。王老师没有批评学生，

却取得了最理想的德育效果。

重读感悟：德育无止境，方法要

革新。针对每个性格鲜明气质独特

的学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方法总

能“对症下药”，达到“润物无声”的效

果。德育就是用心爱学生，不以爱的

名义刁难学生。有了深刻的德育之

爱，就有源源不断的德育之法。

★日记摘选6：

小瑜喜欢打游戏，与家长闹矛盾

后就以离家出走相威胁。我与小瑜

谈了谈，他说了3点想法：一是同学不

讲兄弟情，说好做好兄弟，结果一包

薯片就被他爸妈收买了；二是学习成

绩上不去，本来就不想读私立学校，

但他爸妈一定要他来；三是将来想从

事电子竞技行业，觉得读书对此帮助

不大。

与他谈完前两个问题，我重点

谈了第三个问题。我说，电子竞技

已经是一项国家承认的正式运动

了，但如果要做一个职业选手，一定

要全国领先，这样才有可能养活自

己；如果要做一个业余选手，那得有

好的工作、优厚的收入来维持这个

爱好。上学跟从事电子竞技不仅没

有矛盾，而且还有促进作用，如果真

的有成为电子竞技运动员的理想，

现在还是要静下心来学习才对。小

瑜没想到我能理解、支持他喜欢电

子竞技。他表态，以后不再跟父母

闹矛盾，静下心来学习。

重读感悟：做班主任 14 年，学生

离家出走的事情遇到过10多次，每一

次我都会反思，是什么让孩子动了离

家出走的念头。从表面上看，是青春

期叛逆，可实际上都是因为孩子的诉

求得不到家长的回应。我认为，“问

题学生”不是思想品德上有问题的学

生，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人生难题

的学生。教师和家长只有帮助孩子

解决成长中的难题，就不会有离家出

走的事情发生。

德育日记里，记录了青春期孩子

成长路上的美好和幸福，也记录了我

在德育路上的无奈和探索。

重读德育日记，那些能引发我感

触、启发我思考的东西都浸透着真善

美的元素。有幸从孩子们的青春路

过，看着他们逐渐成为人生舞台上的

主角，不正是一种浪漫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慈溪实验中学）

班级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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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
班会课

1.你所带的班级有哪些特色？

两个字“尽兴”。所谓“尽兴”，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玩得“尽兴”、学

得“尽兴”，生活中的事情也能做得

“尽兴”。

2.你的带班理念是什么？

“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

你在停滞不前的时候，人家在悄悄

努力，你在努力的时候，人家在拼了

命努力”。我时常和班上的学生聊

天，希望他们可以努力成为一个“静

水流深”的人。

3.处理班级问题，你有哪些小

妙招？

善于“大题小做”与“小题大

做”。部分“大问题”尽量“缩小

化”，而一些“小问题”则可能要“放

大化”。

我始终认为，看起来是“大问

题”的问题（比如初中生谈恋爱），

其实学生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

作为班主任为何不给学生一次顾

及面子和重新思考的机会呢？而

那种往往被教师、学生、家长忽略

的小问题（比如生活习惯）可能对

孩子的影响很大，因此要引起足

够的重视。

4.对你班级管理或专业成长影

响较大的书是什么？

桂贤娣老师的《“慧”爱学生》。

5.学生的哪句话或哪件事曾让

你心灵触动？

一个女学生写的周记——老

师，爱你哦，我觉得我会越来越喜欢

你的。正是“越来越”这个词，让我

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问自己：我变

得越来越好了吗？

6.你最希望自己拥有哪种才华？

精湛的绘画技艺吧。那样我就

可以把学生的日常画出来，等毕业

时送给他们，该是多么有趣又有意

义的事情呀！

7.你最希望学生拥有什么品质？

善良。社会上太多人已经失去

了“善良”这个品质，所以比起学生

的学习成绩，我更希望他们能足够

“善良”。

班主任 问7 方智仙 江西省弋阳县三县岭初级中学班主任

你幸福吗？有人曾问。我毫不

犹豫地回答，幸福啊。但获得幸福

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

2018年9月，带着美好的憧憬，

我担任32个孩子的班主任。

9 月 4 日，开学第二天，“老师，

我3号，这是我奶奶，老师再见”“老

师，我16号，这是我妈妈……”我一

边听一边看，一边在放学名单上打

“√”。这时，一个家长急忙走过来

问：“老师，我们家小航呢？”我心里

咯噔一下，看一眼名单，已经被接走

了。我再抬头，只见小航爸爸用手

指着我大喊：“你们怎么回事，我们

家孩子去哪儿了？”没有给我解释的

时间。

9月11日，也是放学的时候，小

浩没有看到家长，也没和老师打招

呼，就找不到了。我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你在教室吧”，我满身大汗地

跑遍整个校园，最后在小浩回家的

红绿灯路口找到了他。

9 月 16 日 ，班 里 出 现 了 传 染

病。9 月 17 日，又有一个孩子生病

请假。得传染病需要在家停课两

周，家长的询问随之而来：“老师，咱

们班有许多孩子生病吗”“老师，我

们家孩子什么时候能来上学”……

那段时间，最忐忑的就是每天早晨

拿起手机看到家长向我请假，最害

怕的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觉得自己

发烧了”。开学半个月，教室里总有

空着的桌椅，拍一张普普通通的“全

家福”都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开学的第一个月，我每天过着

战战兢兢、精神紧绷的生活，我担心

孩子们不喜欢学校；担心我一个走

神，他们会发生危险；我明明很用心

地爱孩子，可还是有家长觉得我不

合格；我每晚备课到 10 点半，第二

天的课可能还是不够好……曾经憧

憬的幸福，变成一个个又大又沉的

包裹，重重地压在我身上。

但是故事只讲了前半部分，后

半部分是什么样的呢？

在小航爸爸的质问下，我控制

住情绪，耐心地向他解释：“今天家

里有没有别人来接孩子呢？您给家

人打个电话问问看。”果然，孩子被

爷爷接走了。小航爸爸不好意思地

一边挠头一边跟我道歉：“刚才没看

到孩子，所以比较急，老师多多见

谅。”“老师多多见谅”，短短6个字，

瞬间让我的劳累与委屈化为云烟。

原来幸福不只是简单的一句“老师，

您辛苦了”，还有家长对我的理解和

包容。

小浩第二天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是：“老师，我错了，我昨天太任性

了。”我笑着问他：“你昨天怎么了？”

他仰着小脸认真地说：“老师，你忘

了吗？我昨天自己走回家了啊。”我

笑着让孩子坐到我的膝盖上，耐心

地说：“你想想看，你自己走了，我和

爸爸妈妈找不到你会多着急，以后

放学要怎么办呢”“和老师说一声，

如果没看到爸妈，就往老师身边

凑”。听他说完，我把孩子搂进怀

里，瞬间觉得昨天的东奔西跑是那

么微不足道。原来幸福不只是孩子

围着我撒娇，更是孩子们的纯真和

成长。

生病事件呢？我第一时间通知

校医做好隔离措施，每节课间用“喝

水大赛”“和老师干杯”“盖小印章”

等方式提醒孩子们喝水，吃饭前监

督他们用洗手液洗手。每天下午 3

点半放学后，我会挨个给家长打电

话，聊孩子的身体情况，聊今天课上

讲了什么。然后用消毒水擦遍每个

孩子的桌椅，最后打开紫外线灯对

教室进行全面消毒。两周之后，看

到 32 个孩子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

里，我觉得那才是圆满的一天。经

过这件事，孩子们更懂得保护自己，

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家长们也

看到了我的耐心与爱心，互相理解

体谅，共同呵护孩子。原来幸福不

是每天 3 点半下班休息，而是用细

小的事情保障孩子的健康与快乐。

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当老师真

是一件幸福的事。

（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原来，幸福是……
□李梦义

看着班级如今良好的状态，我想，

开学时的那次班会课“功不可没”。

这学期，我担任三年级（2）班班

主任，走马上任之后，我就和学生一

起把“美好班级，幸福生活”8 个字悬

挂在教室后面，我要把积极心理学

的丰富知识渗透到班级生活的日常

实践中。

贴上这 8 个字，学生都美滋滋

的。我趁热打铁，当天下午就上了一

节主题为“畅想美好”的班会课。

上课伊始，我运用心理学的技

巧，请每个学生关注自己的呼吸，进

行放松训练和自由冥想。

“美好班级是什么样的？”我问

道。“美好班级每一个同学都很开

心”“美好班级大家都很团结”“美好

班级每个人都爱学习”“美好班级要

有美好的环境”……每一个学生心

中都有一个美好的班级，我把这些

畅想都记在了海报上，用一个大大

的“心”将其环绕起来。

通过一系列正向引导，我把这些

美好印刻在学生的脑海里。

我 问 ：“ 要 实 现 这 些 美 好 的 畅

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时候，各个学习小组都行动

了起来。组长带头，大家七嘴八舌

讨论如何行动，最后总结出许多具

体措施。比如制订班级规则、制订

学期学习计划、设计改善教室环境

方案……很快，黑板上多了一份长

长的“美好班级”行动计划。学生把

这些计划都认真地记录下来，我和

班委会承诺，后期会把这些计划进

行细致整理，作为班级工作的重要

指南。

然后，班委会给每个学生送了

一份小礼物——打印精美的“新学

期计划”模板。我请每个学生根据

美好班级的计划，制订个人的美好

计划。

在做计划前，有一个“说出自己

3 个优势”的暖身活动。有学生说

“我擅长踢球”，有学生说“我热爱劳

动，尤其喜欢种花种草”，有学生说

“我喜欢美术”，还有学生说“我喜欢

数学”……梳理了各自的优势，孩子

们开始自信满满地制订自己的新学

期计划。

没多久，一份份新学期计划就

分列在了“美好班级，幸福生活”标

题的下方，这些计划关注学生个人

的优势，关注班级的美好发展，从不

同方面为学生的成长助力。就像班

里一个学生所说，当计划粘贴在眼

前，生活变得更有目标，学习也变得

更有动力。

在班会课的最后环节，我把一本

《美好班级记录本》郑重地交给了班

长，这个笔记本用来记录班级每天发

生的美好事情。我说：“让我们共同

发现班级生活的美好。”

说做就做，大家开始思考今天

班级的美好事情，学生纷纷发言，

“今天中午站队时，校长经过我们班

级，夸我们班纪律很好，队伍很整

齐”“今天早晨老师还没有来，我们

自己进行课文朗读，读得很响亮”

“小展同学把班级外面的宣传栏整

理得很美观”“小辛同学站队时第一

个走出教室，自觉站好，很有纪律

性”……不一会儿，《美好班级记录

本》就记下了许多内容，大家都开心

极了。

根据积极心理学理论中的洛萨

达比例，当积极与消极的比例大于

2.9：1 时，集体就会蓬勃发展。这次

“畅想美好”班会课，我结合积极心理

学原理，通过想象美好、计划美好、记

录美好等方式营造班集体积极美好

的氛围。通过后续的努力，班级的每

个学生都向着美好幸福的方向阔步

向前。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大枣园小学）

□咸 威

我和你我和你

畅想美好的第一课

□吕新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