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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1年1月2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倾听倾听，，突破家校协同育人的困局突破家校协同育人的困局
班主任与家长建立并增进正向关系是双方相互倾听的基础，当班主任舍得花时间倾听家长言语背后的感受和需求，家校协同育人才会事半功倍。本期刊发上海师范大

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教师郑艳红关于构建班级倾听文化的第四篇——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班主任在家校沟通中担负着重要

作用。双方沟通畅通，可以促进家长

参与和支持学校教育；沟通不畅，可能

会引发家校矛盾，阻碍学生发展。工

作中，班主任一方面要争取家长的参

与和支持，另一方面要畅通家校沟通

渠道，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传统的家校关系并不对等，班主

任占主导地位，家长往往是配角。殊

不知班主任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特定

时期的引路人，家长才是孩子成长的

陪伴者和见证者。班主任与家长之间

构建相互倾听的关系，能更好地发挥

家校协同育人的作用。

倾听，让家长和班主任共同为学

生发展保驾护航。面对孩子的问题，

家长会因个人求学经历、生活经验、社

交背景、职业地位等因素，采用严厉、

积极、放手等教育方式配合班主任工

作。但是，如果家长不认同班主任的

教育理念和做法，尤其是孩子学业成

绩退步、身心受到伤害时，可能会呈现

出否定、抵抗、敌意的状态。此时，若

班主任设身处地为家长着想，就能接

纳家长的非理性行为。在接纳的基础

上，班主任动用耳、眼、心倾听家长的

感受，就有可能看到家长行为表现背

后真正的期待和意图。

班主任站在学生发展的立场上，倾

听家长的心声，了解家长的需求，协同

家长共同解决学生在成长中遇到的难

题，往往事半功倍。反之，如果班主任

以说教的口吻要求家长配合学校工作，

甚至把学生的问题归结到家庭教育上，

可能会引起家长的反感，甚至影响学生

对班主任的信任。

倾听，让家长参与并支持学校教育

成为可能。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可以

采用多种渠道、方式与家长沟通交流。

班主任可以给家长和学生写一封信，写

自己的带班理念、班级发展愿景、家校

合作的期待等，让家长全面了解班主任

的工作，为家校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开

展家长团队建设活动，选择一个开放的

场所，让家长围坐在一起，就“您对学

校/班级/班主任/科任教师/孩子有什

么期待”等话题谈自己的想法。班主任

在倾听中了解家长的需求，才能更好地

为班集体建设和学生发展服务；开展

“两两倾听练习”，两位家长面对面坐，

一人说一人听，一人连续说3分钟，另一

人不插话、不打断，但可以用动作、语

言、表情来回应。然后双方互换角色，

各自体验说和听的过程，并在集体分享

中谈自己在体验活动中的感受。家长

在倾听他人分享时，会自觉反思自己以

往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进而调整教育

方式；邀请家长走进校园，参与班集体

建设、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学业规划等

活动，甚至可以向家长开放课堂。家长

观课后与科任教师共同进行课后研讨，

通过研究孩子的课堂表现来反思自己

在家庭教育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在学

生行为出现偏差、成绩退步、心理出现

问题时，班主任可以邀请家长、科任教

师、孩子坐在一起，相互倾听，共同探讨

问题产生的原因、商量解决方案，让家

长成为方案的参与者、执行者和监督

者，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对班主任而言，与家长建立并增进

正向关系、消除或减少负向关系是工作

目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班主任面对家

长冷漠、不配合、不信任等状况时，舍得

花时间倾听家长言语背后的感受和需

求，突破引发家长愤怒、沮丧、焦虑等负

面情绪的困局，赢得与家长坦诚沟通、

共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此，家校协

同育人才能落到实处。

郑艳红，上海师范大学附

属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语文教

师兼班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德

育创新基地导师，上海市第三

期、第四期中小学班主任带头

人郑艳红工作室主持人，“学习

共同体研究院”指导委员会委

员。曾获得 2016年上海市“优

秀班主任”称号。

整理时间
教室墙壁上的“整理时间”板块标注了红绿灯、零帮助学习指南和自主整理指南，这些都是帮助学生独立学习的工

具。整理课上，红灯亮起时学生进入“零帮助时段”，自主整理一日学习内容；黄灯开启时进入“求助时段”，有需要的学生

亮出代表不同学科的提问牌，教师根据提问牌轻声答疑，学有余力的学生也可以提供帮助；绿灯亮起，全班分享本节整理

课的收获。小小一面墙，让整理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争做独立自主的学习小主人。

（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黄超、陈添添/图 张玮/文）

一班一世界

爱玩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我们班

的孩子尤其强烈，“鬼抓人”“贴烧饼”

“攻城”都是基本款，如果有一个人玩水

晶泥，第二天几乎全班学生都开始搓

水晶泥；当学生对战争片感兴趣，他们

会迅速翻出家里的“刀”“枪”“剑”“戟”，

但学校不允许“舞刀弄枪”，学生就用钥

匙扣、纸牌甚至文具“对战”……每个

小游戏都能掀起全班狂潮。

学生心思都用在游戏上还能认真

学习吗？如何引导孩子安全游戏、智

慧游戏，使游戏成为引导学生积极向

上的一股力量？

改变就在一次深谈后。

有一段时间，班里流行玩弹弓，这

种弹弓设计精巧，可使用不当也会对

他人造成伤害。我严令禁止，结果没

过两天有人开始用树枝自制弹弓，于

是我决定跟学生好好聊一聊。

我将没收的弹弓放在讲台上并严

肃地看着学生，想要发火的一瞬间突

然想到自己儿时也是找各种机会玩游

戏，作为“过来人”，我应该理解他们。

因此，我请学生点评这些手工作

品，并且表扬了制作精良的弹弓，气氛

一下子缓和下来，我顺势抛出三个问

题：这个弹弓厉害到什么程度？制作

弹弓的人洋洋得意地介绍起来；你看

到旁人玩弹弓有什么感受？受害者纷

纷表达自己的恐惧和疼痛，玩弹弓的

人流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现在应该

怎么办？参与游戏的人回答“把弹弓

扔了”“带回家，不拿出来玩”。孩子们

你一言我一语，都知道了玩弹弓的危

险，还有人表达了不玩弹弓的决心。

可是，不玩游戏显然不是学生的风格。

“我理解大家想玩游戏的心，但老

师很担心安全问题，我们到底能玩什

么游戏？”一番讨论后，全班达成共识，

可以玩既安全又不影响学习、既讲规

则又不影响同学情谊的游戏。

这次谈话好像一剂灵丹妙药，学

生真的不再玩危险游戏了，如果游戏

过程中有不遵守规则的情况，学生也

能自行解决。学生爱踢足球，我只需

要提示“你们不小心受伤了怎么办？

踢足球时与同学发生矛盾怎么办”，学

生便自发制定选择场地、人员的规则，

并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学生如此自治，我当然也要全力

支持，不仅鼓励学生自己研发小游戏，

还在教学中插入游戏。在学生最头疼

的复习阶段，我将复习内容设置成答

题游戏，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

PK答题。

不仅课上有游戏，休闲时间也有

游戏。我在班级黑板报中设置小游戏

板块，如填字游戏、数独、谜语，让游戏

引导学生学习、放松身心。

就这样，我们班的孩子总是怀着

愉悦的心情上学，发生矛盾时常常也

能一笑了之。而找到“命门”的我，不

仅在游戏中找到了与孩子沟通的密

码，也通过游戏实现了班级自治。

每个孩子、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特

质，班主任不应该让孩子成为复制的自

己，而是要顺应孩子的特点营造独具风

格的班级，引导孩子找到成长的路径。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崔 璨用游戏解锁“自治”密码

班主任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有人曾说：“一所学校

可以一时没有校长，但不能一时没有

班 主 任 。”班 主 任 的 重 要 性 可 见 一

斑。尤其对初三学生来说，班主任作

用的有效发挥更是重中之重——扮演

着组织者、管理者、引导者、创造者等

多种角色，对学生的中考备考甚至未

来成长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此，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第六中学（简称

“寒亭六中”）对班主任工作高度重

视，积极探索班主任（尤其是初三班

主任）多重角色的工作路径，充分发

挥班主任的影响和价值，推动教学工

作高效率、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育

人质量。

寒亭六中建于 1986 年，占地 100

余亩，现有在校生1500余人，拥有一支

团结协作、勇于拼搏，业务素质好、师

德修养高的教师队伍。近年来，学校

按照新时代教育发展要求，坚持走科

研兴教、教研兴校之路，敢于创新、勇

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教育教

学中，寒亭六中探索“基于素质教育条

件下初三班主任角色扮演的研究和实

践”，加强班主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成绩。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创建环境，强化指导，做好

班级组织管理。

由于中考的巨大压力，加之课程

较多，初中生的课业负担繁重。作为

班级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班主任

肩负的责任可谓重大，需要转变思路、

创新方法，积极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学

生的学习生活，激发其学习动力和热

情，使之保持最佳学习状态。学校要

求班主任对班内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

征、家庭状况进行全面了解，认真分析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指导他们根

据自身情况制定学习目标和学习计

划。与此同时，班主任要因材施教，分

别与学生沟通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性，在班级中形成“你追我

赶、力争上游”的浓厚氛围。学校强化

生本思维，要求班主任做到民主管理、

科学施策，激发学生的全员管理意识，

使其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同时为班级发

展建言献策，努力营造积极向上、民主

和谐的班级环境。

第二，平等尊重，释疑解惑，做学

生的良师益友。

初中生处于青春期，身体和心理

快速发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

渐形成，容易面临多种困惑和陷入孤

独、茫然的心理状态。此时，班主任要

以和蔼可亲、民主平等的态度感染学

生、走进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及

时为学生释疑解惑，使他们能轻松愉

悦地投入学习生活。比如针对学生早

恋问题，学校并不是一味打压，而是要

求班主任关注学生早恋问题并认真做

好相关研究，与有关学生交流谈心，循

循善诱，给学生提供科学的方法建议，

做好学生心灵的护航者，帮助学生走

出感情误区，实现健康成长。

第三，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做学

生倾诉的聆听者。

初中学生正处在学习生活的关键

期，有时踌躇满志，有时彷徨犹豫，喜

欢张扬个性也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鉴于此，学校指导班主任强化有

关理论研究，分析青少年身心发展规

律，认真对本班学生的身心状况进行

“诊断把脉”，及时与学生沟通，聆听学

生的困惑和难题，当好学生的聆听者，

同时也要及时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

心理问题，赢得学生的信任。在日常

教学及生活中，班主任努力为每个学

生创造发言或展示的机会，认真聆听、

仔细观察，用眼神、表情、手势等肢体

语言传达对学生的关心和鼓励，帮助

学生树立自信，逐步建立起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四，全面评价，“对症下药”，做

学生心理健康的引路人。

由于青春期与升学期交织，初中

生压力大、性格敏感、思想活跃且情

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

此，学校要求班主任不仅要做好教学

工作，还要研究心理学有关知识，不

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与此同时，

学校要求班主任对于班级学生的心理

健康情况做到了如指掌，既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又关注他们的心

理诉求。对待学生，班主任要坚持全

面评价、客观评价，在学生迷茫彷徨、

压抑痛苦时给予科学引导，为学生排

忧解难，使其获得明辨是非、健康成

长的能力。

总而言之，加强对班主任工作的

建设和实践，对初中教育教学活动的

高效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班主任要不

断创新方法、转变思路、提升素质，扮

演好组织者、管理者、引导者、创造者

等多重角色，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健

康成长的引路人，为实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和全面育人、健康育人的教育

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第六中学

强化班主任角色，当好学生健康成长领路人
□张小青 代彩霞

晚自修结束，小宇突然发来信息：

吴欢夜不归宿，跑去网吧玩游戏了。

我当即联系家长，恰巧家长外出打工，

我便连夜到网吧找回了吴欢。

吴欢泪流满面地说以后不打游戏

了，可没几天又偷偷跑去网吧，我打电

话给家长，吴欢妈妈赶到了学校。这

一次，无论我如何劝说，吴欢都一副无

所谓的样子。我有点力不从心，家长

也对孩子失望透顶，反复自问“他怎么

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的教育无效？思前想后，

我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学生

的感受，一切都以“我”为出发点，对孩

子的内心需求缺乏关注。如若及时关

注孩子的情绪，站在孩子角度思考问

题，或许能更好地引导、教育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每个孩子心

中最隐蔽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

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而

我首先要找到孩子心中那根弦。

整理好思绪，我再次把吴欢请到

办公室，他一坐下就低着头不出声，对

我的提问也是或点头或摇头，师生谈

话陷入僵局。

沉默片刻，我起身给吴欢倒了一

杯热水。喝完水，他整个人神情放松

了许多。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上网？”吴欢

没有反应，我重复一遍，他还是没反

应。“你是不是很孤独？”听到这句话，

他略微抬起头，眼眶竟然湿润了。“是

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话音刚落，孩

子强忍着泪水连连点头。

“别人都玩游戏，课间谈起来眉飞

色舞，我都插不上嘴。我也想玩，但我

没有手机，只能去网吧。更重要的是，

同学都不喜欢和我玩……”

我坐在旁边默默倾听，没有打断

他。吴欢去网吧是为了释放压力，玩

游戏是为了跟同学有共同话题。问题

的症结已了然，我便从父母赚钱的艰

辛与对他的关爱之情两方面入手，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孩子慢慢就想通

了，离开时还主动跟我说“谢谢”。

我琢磨着，治疗吴欢的“网瘾”需

要家长配合才行，便拨通了吴欢母亲

的手机，建议他们在生活上多亲近孩

子，在情感上多给予关照。与此同时，

我暗中发动学生多与吴欢交流，课上

也为他创造表现的机会，增加良性刺

激，培养他的自信心。

在老师、同学、家长的共同努力

下，吴欢慢慢戒掉了“网瘾”，课上认真

听讲，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第一次对吴欢的教育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我没能将心比心地理解他。第

二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帮助他在班

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好学生个体

的工作，更需要班主任从高处着眼，为

孩子建构和谐的生活学习环境。

没有冷静分析就开始的教育行

为是鲁莽而无效的，班主任要时刻把

学生放在心中，从学生的立场出发，

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凭借共情

的力量治愈学生的痛，引导学生健康

成长。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普宁市兴文中学）

共情的力量
□韦培龙

我和你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