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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0年3月2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寻觅引领班主任主动学习的起点寻觅引领班主任主动学习的起点
专业成长，贵在行动。但这种

“动”不是盲干、蛮干，必须有坚实的后

盾支撑和支持，而持续的学习和反思

就是班主任专业成长的强劲基底、得

力“靠山”。那么，班主任可以通过哪

些渠道实现持续学习和反思？

在对一线班主任的学习状态调研

时，我发现班主任的学习总是被牵着

走、推着走、拉着走，力在外部。学习

结束后，班主任也往往是跟着任务、要

求走，是被动实施，没有目标和方向。

漫长的专业成长路，这种由外力推动

的学习很难促进个人成长，人最需要

的是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多年来，我

寻寻觅觅，以期找到那个能引领班主

任主动学习的起点。

回顾自己以及所带领的班主任工

作室学员的成长历程，我们的成长都有

常态阅读的支持。不夸张地说，是阅读

帮助我们推开了成长之门，是阅读后的

思考让我们找到了专业发展方向，是阅

读帮助我们不断修正实践，让我们在专

业成长的路上做得“风声水起”。

其实，“阅读是最好的学习”的道理

人尽皆知，不少组织和学校都曾试着推

动教师进行专业阅读，但往往“雷声大

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研究后我发

现，不论哪个层面的阅读工程，选书的

指向固定在了两个维度，要么希望教师

读后就能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么希望

以前沿理论知识尽快填充教师贫瘠的

大脑。这种不考虑个人“胃口”和接受

能力的荐读，自然难以吸引教师。

在促进班主任专业成长这件事

上，如何把教师引到阅读这条路，如何

重新激活他们的状态，变“被动阅读”

为“主动阅读”？如何做到读研结合并

转化为真正的行动？这需要引领者花

费大量时间研究。

去年暑假，我带领一批年轻班主

任外出参加培训，他们对特级教师李

虹霞分享的打造“幸福教室”的案例很

感兴趣，我便顺势介绍了更多“幸福教

室”的故事，并将记录了这些故事的图

书《创造一间幸福教室》推荐给年轻班

主任阅读，不着痕迹地将他们的注意

力转移到了阅读一本书上。

开学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大家

的反馈。有人发来受李虹霞启发而改

造的教室的照片：图书角小巧精致，几

个孩子席地而坐，专注地读书。几盆

绿植把教室装点得温馨典雅；有人发

来自己的思考：原来环境也能滋养人，

只有学生参与布置的教室才会成为他

们成长的家园；还有人从中感受到了

阅读的滋养：教育书籍也可以如此有

情趣、有滋味……隔着屏幕，我都能感

受到教师们的热情。

后来，当这些班主任带着更多“教

室里的成长之惑”向我求解时，我便推

荐他们阅读雷夫·艾斯奎斯的《第56号

教室的奇迹》，简·尼尔森的《教室里的

正面管教》等书，一步一步将他们的阅

读向更经典、更专业的方面延伸。有

些曾经一谈阅读便犯困、一聊班级管

理便跳脚的老师，开始追着要我推荐

更多好书和外出学习机会。对他们而

言，成长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主动的生

命追寻。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班主任

通过阅读成长起来后，在班级管理、文

化打造和活动设计上都用了心思，引

来其他班级学生的围观。而学生的行

为也倒逼其他班主任改变自己。

这次小小的成功让我发现，对班主

任学习能力的引领最重要的是抓住教

师心中的那个微妙的情感反应点，先利

用这个点将他们引到路上来，再慢慢在

行走中找到方向。比如，有的班主任抵

触学校领导指定阅读书目的做法，认为

读书这件事加重了自己的工作负担。

如果换一种方法，效果则会不同。比

如，我会告诉教师们，某位专家或作者

周末要来邻近城市开课，而我可以悄悄

地带上三两个人去蹭课，有人就会觉得

这个机会宝贵，那本当初抵触过的书也

就变得珍贵和亲切起来；还有的班主任

班级管理的某种做法不错，我在评价时

会说“你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能把

作者的理论和观点领会得这么透彻”，

后续有的老师真的会按照我“不动声

色”的指引开始主动学习……

觅一条路，引领班主任主动学习

其实也没有多么难，只要引领者懂其

心，就必定能让教师们动心。在他们

的成长路上，我愿做那个研究心灵、撬

动心灵的人。

杨雪梅，山东省荣成市教

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教研员，威

海市班主任名家工作室主持人，

威海市名班主任。2018年创建

荣成雪梅读写团队、荣成雪梅班

主任工作室，致力于推动区域内

教师群体的专业成长。

阅读是最好的学习。但万事开头难，如何引领教师走进阅读之门，让阅读更有意思、有趣味？本期刊发山东省荣成市教育教学研

究培训中心教研员杨雪梅关于班主任专业发展的第二篇——

面对突发的疫情，人们展现出不

同的生活态度，其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教育、生命质量教育与生命价值教育”

内涵，值得教育人挖掘和探寻。能否

透过疫情中涌现的英雄，发掘学生内

心的力量？为此，我组织了《战“疫”中

的英雄》网络班会，从身边的英雄入

手，联系学生的自身经历，引发学生探

寻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

课前，我将学生分成 4 人小组，设

计战“疫”英雄人物介绍，内容要包括

人物的事迹和展现的精神品质。课

中，4 个小组提到了耄耋之年的钟南

山：他勇挑重担，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

给病人带来希望，他还积极向民众普

及科学防疫知识，是时代的英雄。有

两个小组提名“吹哨人”李文亮：他凭

借医生的专业直觉和职业敏感，最早

向身边人发出预警，体现了医务人员

的担当。有的小组提到武汉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他不顾个人安危，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中，与命运叫板，与时间

赛跑。有的小组认为是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的建筑工人：他们夜以继日、默

默奉献，在最短时间内建成医院……

小组发言结束后，我提议提炼体现

英雄人物生命价值的关键词。一瞬间，

英勇无畏、爱国奉献、舍己为人、大公无

私、坚韧不拔、不惧生死等词语刷屏。

这时，电脑屏幕突然跳出一行字：

哪里有什么英雄啊。这句话背后有着怎

样的认识我不得而知，但20余年的班主

任经历告诉我，道德认知的冲突点就是

学生的成长点。我顺势让学生深入剖

析：“老师想听听你的想法。”打出那行字

的王丽轻声回答：“大家有没有想过，如

果国家需要你奔赴武汉，你害怕吗……

我是害怕的。我问自己，你会是那个英

雄吗？实际上，我回答不出来。”

隔着电脑屏幕，我仿佛看到了学生

从热情高涨到不知所措的窘态。此时，

如果我评价学生的观点或表达自己的

看法，可能会失去让学生成长的契机。

“你们怎么看？”我问学生。

志强说：“国家需要我，我会义无

反顾地前行。”

小蕊反驳道：“那是因为你还没有

到抉择的那一刻，别忘了，你可能是一

个儿子或爸爸，有没有考虑过亲人的

感受？”

艾生说：“国家需要，我当然要有所

行动。亲人会担心，但也一定会支持。”

讨论进入白热化，而哲明的一句

话让讨论重归平静：“存在即是合理，

每一种选择都应该被尊重……”

道德认知的冲突，让学生置身于

情境中考问心灵。是时候让学生透过

自省来确定对英雄的定义了。我抛出

问题：“英雄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

给学生8分钟进行小组讨论。

8分钟后，学生重回直播间。分享

中，有的小组提到，钟南山说“这世上，

哪有什么英雄”，我们认为英雄不是从

天而降的，而是由普通人铸就的，比如

武汉那位登上《纽约时报》的外卖小

哥。有的小组认为，没有谁天生就是

英雄，许多人本着“特殊时期，我不上

谁上”的质朴之心，以生命赴使命，秉

初心显担当。

对于这一点，昭敏深有体会，她

说：“在这场战疫中，没有旁观者，人人

都是参与者和贡献者。”我引导学生思

考：“宅家学习期间，我们应该如何体

现‘英雄’本色？”学生纷纷发言，提到

了卫生防疫、自主学习等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内容。最终，经过全班大讨论

和小组研讨，学生达成共识：人的生命

是否有价值，在于拥有怎样的价值观

和行为演绎。

班会接近尾声，我让学生再次在

聊天区打出生命价值的关键词，关爱

他人、乐意奉献、勇于担当、坚守信念、

不忘初心……温暖而平实的词语出现

了。两次提取关键词，体现了学生对

“英雄”内涵不同层面的理解。一开

始，学生把英雄放在历史的神坛上，随

着道德认知冲突的产生和深入探讨，

学生发现英雄不在远方在身边，而生

命的价值就在于发掘蕴藏在心灵深处

的精神和信念。

通过这次班会我体会到，教师在

传授学生知识时，还要引导学生贴近

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融知、

情、意、行为一体，丰富人生经历，获得

生命体验，拥有健康人生。

（作者单位系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战“疫”中的英雄
□郑艳红

与众不同的黑板报 □黄姗姗

这一天，王远请假没来上学，理

由是身体不舒服。电话询问后得知：

前一天的数学小测验王远没考好，回

家后一直闷闷不乐。晚上，我再次与

家长沟通，王远母亲说孩子这一天基

本没吃东西，除了躺在床上，就是在

画画。

画画？虽然每天与孩子们在一

起，但我并不知道他有这个爱好。

后来我才知道，王远的画还得过市

级大奖。一个想法在我脑中闪过：

这个沮丧的男生缺少的是自信，我

可以试着给他一个自信的理由，让

他走出心灵的沼泽。

当月的班级黑板报要出了，我对

王远说：“你画画那么好，为咱们班出

一期黑板报吧，怎么样？”他想了想，

欲言又止。没有拒绝就是好事，我立

即添了一把“火”：“下周就要评比，时

间很紧，你就当帮老师一个忙。如果

你愿意，周五放学后我留下来陪你，

再找个同学，你画画他写字，如何？”

王远终于点头了。

周五放学后，我们 3 人留了下

来。当我让王远利用教室里的电脑

上网寻找设计灵感时，只见他拿出一

张白纸给我看，原来他已经在家里完

成了黑板报的框架设计。

王远先在黑板上分出图画部分

和文字部分，正当负责写字的学生拿

起直尺要画格时，王远说：“不行，好

像图画的部分太多了。”他拿起黑板

擦，几下改动后又后退几步，摇摇头，

重新擦掉一角，再次重新分配板块。

如此几次反复，他有点拿不定主意，

问我：“老师，你觉得现在怎么样？”我

坦白告诉他：“我是外行，你是内行，

相信自己的判断，你觉得行就行。”他

点点头。

分完板块后，3 人分工协作。在

我们忙碌时，外面的光线不知不觉暗

下来，我提议先回家，周一继续。王

远拒绝了：“没关系，我今天能把画画

完。”“就算画画能结束，字也来不及

写了。”我说。王远想了想告诉我，可

以把版头的图案画好就写主题字，这

几个字比较费时间。

不错，已经学会统筹安排了，我

心里暗暗赞许，那就继续干吧。“你这

么卖力，老师也不能闲着，我来帮

你。”当我拿起彩色粉笔准备给图案

填色时，王远拿出了他的“秘密武

器”——水粉颜料。他告诉我，用水

彩上色更亮。于是，我给王远打下

手，倒水、挤颜料，看他站上凳子，抬

起头，举起手臂，一下一下填色。

之前，王远遭遇的种种挫败和打

击让他的心蒙上了灰色，而在这个傍

晚，就这样一笔又一笔，他何尝不是

在给自己的心刷上自信的色彩？黑

板上的图案，在教室的灯光下散发出

光芒。

在当月的黑板报评比中，我班第

一次获得了年级一等奖。当王远把

奖状贴上墙壁时，教室里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王远转过头，含笑望着大

家，眼睛亮亮的。

后来，王远在周记中对我表示抱

歉，因为那天回家时天色已晚，耽误

了我的时间。他解释说，之所以想在

当天完成，是希望周一上学时同学们

一进教室就能看到一期与众不同的

黑板报，他说“忘不了那个早上同学

们的赞叹声，原来我也能把一件事情

做好、做得漂亮并赢得掌声”。

每个学生都渴望成功的体验，教

师要做的就是为他们铺就一条路，如

果他们有迟疑、胆怯、退缩，那就多想

办法，为他们的心灵涂上明丽的亮

色，让他们抬起头来，阔步前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秀峰中学）

我和你

县里一年一度的“故事大王”比

赛就要开始了，我鼓励孩子们积极报

名。孩子们先是露出渴望的神情，但

持续几秒后眼神又暗淡下去了，最终

只有几个曾经学过演讲的孩子举起

了小手。

下课后，几个孩子找我聊天，我

问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故事大王”比

赛，王晓说：“我没学过演讲肯定不

行。”姚佳说：“我想报名，但有些底气

不足。”鼓励未果，我便不再勉强。

学校海选后，班上报名的8个孩子

只有一人入选，但也在复赛中被淘汰，

孩子们一副落寞的样子。“孩子们，这次

比赛本来难度就很大，参赛选手又多，

你们才一年级，勇于参与就很了不

起。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我说。

在我的安慰和鼓励下，孩子们又

变回无忧无虑的样子，但我心里放不

下这件事，总想着给孩子创造展示的

机会，锻炼他们的胆识。于是，我决

定举办班级“故事大王”比赛，采用一

种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录故

事。自由报名，胆子大、有自信的孩

子可以录视频，胆子小的孩子可以录

音，由我将视频、音频文件编辑好再

放给孩子们听。

我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连开始都不敢，何来后面

的结果？不要管讲得好不好，首先要

敢于参与，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与预设

的一样，孩子们对活动很感兴趣，一个

个都举起了小手。

家长很支持这次活动，利用闲暇

帮忙找故事、录故事。准备比赛那段

时间，有的孩子一完成家庭作业就开

始练习讲故事，有的孩子在课间找我

学习讲故事，还有的孩子为了表现完

美录制了10多次视频……

意料之外的是，这次活动反而是

那些平时比较腼腆的孩子最积极，最

早把录好的故事发给我。另外，有的

孩子虽然练习了许多次，但没能完美

演绎故事，家长不满意便找我诉苦，

除了给出一些讲故事的技巧和修改

建议之外，我还告诉家长要多鼓励孩

子尝试，而不是一味指责，打击孩子

的自信心。

孩子们录好的故事，只要我编辑

好，第二天就会抽时间放给孩子们

听。参加活动的孩子能力不等，作品

质量也参差不齐，总是有讲得精彩

的，也有讲得平淡的。刚开始放给孩

子们听时，有一个孩子自己不敢参加

活动还总是挑别人的刺。这时，我会

严肃地说：“要学会发现同学的优点，

别人敢参加就已经很棒了。”之后，渐

渐不再有孩子嘲笑他人的作品，我还

多次请那个爱挑刺的孩子当评委，说

一说讲故事的同学哪里讲得好。最

后，他自己也参加了活动。

最初的活动设计是持续两周，由

于孩子和家长意愿强烈，又延续了一

周。活动结束的那天晚上是我3个星

期中最忙碌的晚上了，我坐在电脑前

编辑了 8个作品，工作到深夜。虽然

很辛苦，但想到孩子们的笑容，又觉

得一切都很值得。

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评比环节，

这次我完全放手，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们，让他们选出自己心中的“故事大

王”。为了公平公正，唱票的是两位未

参与活动的孩子，一个读票一个计

票。台下，小评委个个目不转睛，害怕

错过了精彩瞬间，小选手坐立不安，一

会儿抬头看，一会儿低头不敢看。

终于，5位“故事大王”诞生，获奖

者脸上挂满了笑容，其他19个孩子也

没有沮丧，参加活动的孩子因为自己

的勇敢而自豪，没参加活动的孩子也

因为行使了“选举权”而开心。在我

心中，孩子勇敢迈出这一步已是成

长，无论表现是否完美，最终是否获

奖，他们都是“故事大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县实验小学）

谁是“故事大王” □潘明霞班级叙事

创意班队会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疫情突发，一次性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供应紧张，有的网友就利用现有材料自制防护用具。网友的做法大大激发了人们变废为宝的热情。为此，北京邮

电大学附属小学组织二年级学生开展了“绿色总动员”节能环保活动，学生将一次性吸管折叠成“永不凋零的花”，将矿泉水瓶做成小火车，用废纸板制作数学游

戏华容道道具……经过学生的巧手，看似无用的废旧材料变成了别致且实用的物品，实现了学生为环保出力、为生活添乐趣的美好愿景。 （吕萍萍/图文）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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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