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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2021年11月2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郭文红，江苏省南京市芳草园

小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班主任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南京市斯霞奖获得者，

南京市德育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南

京市优秀班主任。

一桩小事，三种效果

班主任应具备明察秋毫的教育敏感、情不自禁的教育本能和化险为夷的教育机智，随时发现并迅速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
道、但蕴含着丰富教育因素的细节，将其巧妙转化为教育契机，引导孩子在安全、自信的心理环境下自然而然接受教育。本期
刊发江苏省南京市芳草园小学教师郭文红的第一篇文章——

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早上，我已经带领学生在进行口

算练习了，李明和房涛才匆匆走进

教室。

李明迅速甩下书包，麻利地拿出

口算本与铅笔盒，立即动手练习起来。

房涛则不慌不忙地走到座位旁，

稳稳当当地摘下书包，妥妥帖帖地把

书包挂在座椅背上，挂上后又调整好

角度。如此，“放书包”这件事才算结

束。接着，房涛把因为摘书包而弄扭

曲的外套整理了一下，环顾了一下全

班同学，发现大家都在做口算练习，这

才转身翻书包找东西。

身为教师，我要抓住每个契机做

好引领。这两个孩子的表现，正是一

次引导全班孩子做事情要分清主次的

好机会。口算练习结束后，我向孩子

们分别介绍了李明和房涛进教室后的

表现。

当我介绍到李明虽然来迟，但因

为他动作迅速、努力追赶，按时完成口

算练习的表现时，孩子们向李明投去

了赞赏的目光。此刻，房涛有些尴尬，

虽然我并没有批评他，但由于没有完

成口算练习，他预感到会被批评、被否

定，但我又不能不说到他。关键是怎

么说，我的大脑急速运转着……

短暂的思考后，我详细介绍了房

涛进教室后的表现，孩子们开始以为

我是在“挖苦嘲笑”房涛，可是令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最后总结是这样

的：“这两位同学都很棒，他们的表现

各有千秋。李明虽然迟到了，但是他

能够迅速拿出相应的学习用品，努力

追赶并且按时完成；房涛虽然迟到了，

但是依然能够有条不紊地整理书包、

衣物，显示出很好的条理性，这都是值

得表扬和称赞的。”

孩子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

说，瞪大双眼看着我，我接着说：“但是

我们在保持自己优点的同时，还需要

学会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当下最重要

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房涛，在时间

充裕的情况下，这样非常有序的行为

值得夸赞，但是在已经迟到的情况下，

可以先把重要的事情做起来，再收拾

书包。这样既不耽误口算练习，也不

影响做事的条理性，李明也可以向房

涛学习，做完口算练习后把自己的书

包收拾好……”

听完我的话，孩子们恍然大悟。

对于二年级孩子来说，学会多角度观

察、理解事物并不容易，需要家长和教

师抓住每一次契机，及时、随时加以启

迪与引导。

我这样的做法瞬间让房涛没有

了尴尬与压力，他快乐地拉着我说：

“郭老师，你知道我做事为什么这样

有条理吗？”我忍住笑，故作疑惑地

问：“为什么呀”“我爸爸每天都要逼

着我做的……”他绘声绘色地告诉

我，并表演起自己晚上不想刷牙，蹑

手蹑脚地溜回房间，又被爸爸捉去刷

牙的场景，画面喜感十足。

我自然知道房涛做事的条理性

必然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外加对孩

子习惯养成的重视。比如房涛讲的

刷牙的故事，比如房涛妈妈曾经向我

介绍“他爸爸是个极其自律的人，每

天晚上八点以后全家人都不能再吃

东西”的情况，比如有时候老师会奖

励孩子一个棒棒糖，房涛总是说“我

不吃糖”的表现……

这一切都让我明白：房涛爸爸在

生活中是一个有条理、有节奏、有规律

的人。我很敬佩这样的家长，能够让

孩子在六七岁的年龄就已经有了高度

的自律性，要知道，能够拒绝老师给的

棒棒糖的孩子确实不多见。由此可

见，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家庭教育多

么重要。

诚然，当我们看到不同家庭教育

出来的不同的孩子，以及他们身上不同

的行为习惯、个性特点时，应尽可能全

面看待孩子的各种表现，从中发现积极

因素，及时强化孩子已有的优势，加以

顺势引导，并帮助孩子进一步完善。

比如李明和房涛迟到后的不同表

现，李明的表现符合我们通常的期待，

我自然要给予肯定；但房涛的行为中

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同样值得被发

现并给予放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

面可以让当事的孩子获得安全、尊严

和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教会所有孩

子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认识到评价事

物的标准并不唯一，这是一种较高层

次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引导孩子学会选择，在当下环境中选

择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事情，这也是孩

子必备的一种能力。

班主任应随时、敏锐发现并迅速

捕捉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蕴含教

育因素的细节，将其巧妙地转化为教

育契机，放大孩子某种行为表现，进

行自然而然的教育。让孩子在安全

与自信的心理环境下，受到正面引导

与教育。

这是一种不动声色而润物无声的

教育。班主任应具备明察秋毫的教育

敏感、情不自禁的教育本能和化险为

夷的教育机智。做到了这些，班主任

所期待的“最佳教育时机”随处可见，

并且常常不期而至。

“如果我们能相识的话，一定会

很快乐，遇到你真好，虽然你不知道

我这样快乐。”

捡到这张纸条时，我没有很惊慌，

对于学生这种朦胧的情感，我并不陌

生，甚至觉得这恰是一个育人契机。

这个男生的妈妈找到我的时候，

她非常焦虑地说：“我为了让他与之前

的‘女朋友’分手，都找到女生谈话

了。没想到，他又有新目标了……”

“如果你饿了，我把你手里的饼

扔了，你就不饿了吗？”“我向家长提

出这样的问题，“不会，因为你需要的

不是那个饼，而是解决饥饿的食物，

为了不挨饿，你会努力寻找新的食

物。青春期的大部分‘早恋’不是爱

情，那是同龄人的交往需求与对异性

好奇心结合的产物。这种感情大都

不会修成正果，却会在他们未来的感

情生活里留下印记。”

许多青春期的故事经不起解析，

当学生分辨不清的时候，家长和班主

任再给贴上一个“早恋”的标签，会让

朦胧的他们更加迷惑。

怎么办？或许可以“利用”一下

学生的好奇心。

这不，最近大家知道心理学可

以解梦时，纷纷来找我解梦。有个

女生为自己常常梦到一个男生而好

奇不已，我告诉她：你这样一个循规

蹈矩长大的乖乖女，突然到了对陌

生事物好奇的年龄，新出现的不一

样的事物，都会让你的潜意识投以

关注，比如隔壁班男生，比如家里新

养了一只狗……女生听完激动地

说：“老师，我懂了，是的，我差点就

误以为自己喜欢他了。”

接下来，我在班里开启了一场

“解梦之旅”，学生预约我的时间为他

们解梦，甚至把自己的梦写出来给我

看。我想，并不是算命先生真的能够

知天命，而是他们善于抓住人们向往

美好的心理给予积极暗示。而我的

“解梦”也是对学生一次又一次的积

极暗示。

赵丽说：“老师，我觉得自己有点

喜欢我的同桌怎么办？”

我看着赵丽的眼睛：“我也很喜欢

你同桌，但我不觉得需要问怎么办。

你们这个年纪，跟谁在一起久了，都会

有这种不确定的情感体验，你同桌是

女生的时候你没有怀疑自己，变成男

生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吗？你选朋

友时对性别这么在意吗？”

听了我的分析，赵丽的眼睛里有

一束豁然开朗的光：“老师，我懂了。”

如果学生在青春期的懵懂里多

些理性思考，他们未来的爱情也会多

些“现世安稳”。

一次，学校花坛里的花被采了，学

生纷纷说是被男生张鹏采去表白了。

学生的兴奋足以引发一场头脑风暴。

于是，我以“采花表白是否浪漫”为主

题组织了一次辩论。当女生欢呼雀跃

地表达“多浪漫呀”的看法时，我说：

“一个无视规则的男生是没有真正的

浪漫可言的。”此后，女生李梦珠在班

会小结里写道：“老师，您的话让我内

心清明了许多。真好，我们都成了不

好骗的小姑娘。”

面对早恋，我们回以温和与理性

时，学生也会多一份淡定与平和。“梦

的解析”又或者是“科学分析”，会让

学生更平和地处理“早恋这件小事

儿”。他们也会在一次次的思想碰撞

中懂得爱与理性可以并存，两者并不

冲突，且共存更美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大学实

验学校）

去年，刚接班时，我就从其他

老师那里听闻了小静的“劣迹”：

性格孤僻、行为古怪，有厌学倾

向。这是我在未见到小静之前，

对她的第一印象。

开学第一天，我在教室见到

了小静的“庐山真面目”，她长得

白白净净，却总是面无表情。经

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小静

很少与人说话，甚至跟同桌也没

有过多的交流，上课时眼睛总是

向窗外看，眼神里全是迷茫。

这孩子是个谜，我决定慢慢

靠近小静，让她慢慢放下戒心、敞

开心扉，习惯学习、生活中有我这

个班主任的存在。

我一边看似不经意地关心小

静，一边等待时机，希望可以走进

她的内心。

一天，我发现小静在办公室

门口徘徊，我问：“小静，你怎么

了？进来说。”她犹犹豫豫地走进

办公室：“老师，我奶奶最近身体

很不好……”这是小静第一次与

我说话，我说：“那你有没有去探

望奶奶？”小静说：“有，但是奶奶

的眼睛看不见了。”小静一脸伤心

的表情。我拉小静坐在椅子上，

说：“那你可以和奶奶说说话，让

她听听你的声音呀。”小静面带难

色地看着我：“老师，奶奶的耳朵

也听不见声音了。”我安慰小静

说：“就算她看不见、听不见，但还

能感受。你时常陪伴她，她会很

高兴的。”小静点点头，接受了我

的建议。

此后，小静经常到办公室找

我聊天。从学习聊到将来想要读

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她说：

“老师，我想问题都是其他人不会

注意的角度……”我回答她：“那

你可以去学哲学。”她说：“不，我

想学生物，我觉得研究植物很有

意思。”

有一次，小静发了一个花式

转笔炫技的视频给我，看得我目

瞪口呆。我对她说：“你也太厉

害了！这是我初中想学但一直

学不会的技法。”小静说找时间

教我，我学不会肯定是没掌握方

法或窍门。

我趁机问：“小静，老师想

不明白，你这么有想法，会玩儿

又健谈，为什么不喜欢与同学

交往呢？”

原来，读小学时，小静的语

文老师不喜欢她，同学也因此

孤立她。从此，小静便对交往

产生了畏惧感。我恍然大悟，

这就是她眼睛里总是充满迷茫

的原因。

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给小静，告诉她，忘记过去向前

看，老师和同学都在你身边。小

静发给我一个“哭脸”又发了一

串“笑脸”。我相信，小静心里的

冰融化了。

期末考试临近,学生都在抓

紧时间复习，最令我欣慰的是小

静的转变，她愿意主动与同学交

往了，而且找我聊天的话题也转

向了学习，时不时拿着试卷向我

请教。在家学习时，她也会将不

懂的题目通过微信发给我，与我

交流她的思路在哪里卡住了。此

时，只要我稍加点拔，她就明白

了。小静说：“老师，之前我觉得

数学好难，但是你让我发现数学

挺简单的，还很有趣！”类似的交

谈，每天都在发生，小静变得开

朗、上进了。

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

展。其实，像小静这样的孩子都

穿着一件防护衣，冷漠只是他们

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为人师

表，我们要给孩子营造安全的班

级环境和心理环境，引导着他们

向前进。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普宁市

兴文中学）

我与小静的故事

□韦培龙

□王洪梅

我和你

班级叙事

包饺子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班学生在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学习成绩也

由年级倒数第一变成了年级正数第一。

怎么庆祝一下？我和学生商量决定，利

用周五两节语文课的时间，邀请家长一

起包饺子。

当天，家长们带着饺子皮和做好的

馅料全来了。我们借用了学校餐厅，全

班学生、家长一起包饺子、吃饺子，人人

美滋滋的。包饺子、吃饺子不仅密切了

亲子关系，也让学生体会到努力付出后

得到收获的喜悦，他们更加坚信，通过自

己的努力一切目标皆有实现的可能。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集善中学 于洁/图文）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缩影，家庭

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可谓根深蒂

固。家长以其固有认知和言行举

止教育孩子，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学

校工作的开展。怎样才能避免家

长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教师的教

育行为？家校共育可以提升教育

有效性，促进家校关系的和谐发

展，让沟通无“碍”。

家校共育应该“育”什么？许

多人认为，孩子放学回家，家长陪

着写写作业就是家校共育了，其实

不然。家校共育首先要求家长和

学校要在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切

不可把追求分数、成绩作为共育

目标。

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学生阅

读兴趣的激发和阅读习惯的培

养。每次家长会，我都会向家长传

达阅读理念，呼吁家长为孩子提供

良好的阅读环境，并号召家长与孩

子一起徜徉书海，陪伴孩子的同时

也提升自己。

小旭妈妈是公认的难以沟通

的家长。小旭到我的班上后，我鼓

励小旭妈妈与孩子一起阅读。半

个多月后，小旭妈妈给我发来信

息，说自己当了十多年的妈妈现在

才知道教育孩子是要讲究方法的，

感谢老师开启了她的阅读之旅、成

长之旅。

宇涵妈妈不相信女儿的自律

能力，母女间的沟通一直存在障

碍，我建议母女二人利用假期共读

一本书。没想到，她们共读了《欧·

亨利短篇小说选》《追风筝的人》

《林清玄散文集》《十面埋伏》等书

籍，而且每读到有感触的地方，两

人还交流感想。一个假期，母女二

人不仅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还找

到了读书、交流的快乐，感情日

厚。这种有爱的沟通不仅使亲子

关系更加和谐，也有助于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让家校沟

通更加顺畅无“碍”。

家校共育，从心出发，才能达

到无“碍”的理想效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好

运角中学）

早恋这件小事儿

家校彩虹

共育有爱

沟通无碍
□李 楠

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