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叙事

一幅充满希望的画
□ 赵春梅

小恒是个内向的男孩，他来自单

亲家庭，平时很少与同学玩耍，常常

一个人站在教室窗前望着操场发

呆。课堂上，他从不举手发言，我曾

多次鼓励他、与他谈心，但他总是低

头不语。

面对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

我很心疼。带着帮助他走出现状的

决心，我走进了他的家。迎接我的是

小恒妈妈，一位看上去无精打采的中

年妇女。面对我的关心与询问，她不

停地摇头叹息。从她不多的话语中，

我隐隐感到小恒妈妈有着很强的自

卑感。小恒依偎在妈妈身边，这母子

俩萎靡不振的神情构成了一幅悲凉

的画面。

我开始有意接近小恒妈妈。了解

到她在市场卖菜，我就常常光顾她的

菜摊，一边挑选蔬菜一边向她请教有

关常识。渐渐地，我们熟悉起来，话题

也多起来，我们谈做菜、谈孩子、谈对

生活琐事的看法。小恒妈妈由最初的

微笑聆听，到后来的主动表达交流，她

的心慢慢向我敞开了。她真诚地告诉

我：“我的朋友不多，但跟你比较投

缘。”我告诉她：“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要开心起来、

自信起来，这对自己的生活、对孩子的

成长至关重要。”为了孩子，她决心乐

观、坚强起来。

与此同时，小恒也悄悄发生着变

化。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怯怯地面对

我，看我的眼神亲切起来，偶尔还会

帮我拿拿书本、清理清理讲台。我鼓

励他与同学一起玩游戏，鼓励他大胆

发言，他虽点头答应，但却始终没有

勇气付诸行动。

心理学研究表明，自卑本来就是

一种强大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

被激发。我开始计划让这母子俩在

行动上迈出第一步。

接触多了，我发现这对母子特

别勤俭节约。于是，我策划了“勤俭

节约传美德”的主题班会，邀请小恒

妈妈作为特约嘉宾讲讲勤俭节约的

故事。

事先，我与小恒妈妈进行了沟通，

鼓励她勇敢走上前台，给自己一个机

会，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为不出意

外，我们合作完成了讲稿。同时，我叮

嘱小恒妈妈帮助小恒准备一篇讲稿，

母子俩一起练习，她欣然答应。

班会开始了，当小恒妈妈落落大

方地走上讲台时，我看见小恒眼里闪

着亮光。小恒坐得笔直，聚精会神地

听妈妈讲话，我能感受到自信的力量

正在他心底升腾。在热烈的掌声中，

小恒妈妈微笑着结束了演讲，坐到小

恒身边。

班会的第二个环节是请孩子们

讲讲自己勤俭节约的小故事，并说说

家人对自己的影响。这是我为小恒

搭建的平台，希望他在妈妈的陪伴与

鼓励下勇敢地走上前台。可是，好几

个孩子讲完了，小恒还是没有动静，

他那表情郑重而又严肃的小脸微微

发红，我猜想他正在酝酿勇气。我微

笑着说：“据我所知，小恒是勤俭节约

的典范，请你走上前来分享自己的故

事，好吗？”说着，我向他投去鼓励的

目光，同时去牵他的小手。小恒终于

走上前台，一字一句认真地讲起来，

越讲越自如、流畅，我和小恒妈妈对

视了一眼，她的眼神里有喜悦、有感

激，有一股积极的情感在传递。此时

此刻，他们的生命状态被激活了。

我趁热打铁，引导孩子们以班会

为素材写作文。小恒和他妈妈成了

不少孩子作文里的主人公。大家交

流时，小恒有点羞怯，但我明显看到

了羞怯掩藏的幸福与自信。课间，我

带着小恒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但我

并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关照，他也

放下了心中的那份警惕，自由自在地

融入其中。

一个学期过去了，小恒终于走出

了自卑，真正站了起来。陪着他一同

站起来的还有他的妈妈。一天，我又

去菜市场，看到小恒正与妈妈一起忙

碌着，母子俩神清气爽。此刻，他们

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构成一幅充满希

望的画面。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蛟河市庆岭

镇九年制学校）

在求变中开新局
□金 晔

第一次家访时的口干舌燥，第一

次见到孩子时的紧张期待，第一次走

进课堂时的兴奋激动，第一次纪律失

控时的手足无措……时间已过去两

个学年，成为教师的种种第一次仍在

眼前。回望过去，在酸甜苦辣的经历

中 ，我 最 大 的 收 获 是 思 维 方 式 的

转变。

线性思维转向环形思维

学生时代，我倾向于使用线性思

维，确定一个目标，做好多种预案，选

择最优的实施路径，每一步都清晰可

见。在实习阶段，我仍以这样的思维

方式开展工作，也能应对自如。可当

我真正接手一个班级，真实地面对一

个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时却常常无计

可施，这不禁让我深深陷入自我怀疑

的泥淖。

小婧的言语智能发展比较滞后，

常常分不清“你、我、她”，当我问她

“你是谁”时，她会告诉我“我是金老

师”。经过几次单独讲解和练习后，

小婧基本能够分清楚这几个人称代

词。但是没过几天，她又把这几个人

称代词搞混了，这让我的情绪很低

落。类似的事情就像“打地鼠”，这个

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孩子的问

题又浮现出来。

当我筋疲力尽时，一本书的开

篇语点醒了我。我认识到，教育是

环形的，孩子的成长具有反复性与

动态性。我们常常急于看到结果，

认 为 采 取 了 措 施 就 必 须 取 得 效

果。我们所采取的教育策略也是

带有主观性的，急于求成往往给师

生双方带来挫败感。面对复杂的

教育教学现场，我们需要以发展的

眼光去看待学生的问题，从日常琐

碎的工作中跳出来，变线性思维为

环形思维，着眼于班级整体，充分

尊重学生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循序

渐进。

单线行进转向有机整合

新教师培训时，我学习了各种

班级管理的具体策略，感觉自己胸

有成竹，底气十足地踏上了教育征

程。我按照培训时学到的方法，使

用分组加分、表扬积极行为等方法

对常规细节加以评价。然而，孩子

们的课堂表现常处于失控边缘，随

意发言、跑出座位现象时有发生。

一次，我从一位老教师的窗外

走过时，看到她正在给孩子们发奖

品，我顿时联想到自己课堂所缺少

的元素。我不自觉地把评价重心放

在队列、用餐、卫生等方面，忽视了

自己的学科教师身份。此后，我把

评价引入了我的语文课堂，积极举

手、坐姿端正、书写优美等都列入了

评价范围，团队协作、友好相处也能

得到团队奖励。一年级孩子大多比

较好胜且有荣誉感，几个星期下来，

他们的课堂表现在良性竞争中大大

提升。

对这段经历进行复盘，我深有

感悟：一个人要想突破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壁垒，就要改变单向思维路

径，对教育现场所涉及的各类工作

进行有机整合，发现班主任角色与

学科教师身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将其加以贯通，互相借力，搭建

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如此才能

达到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体验先行转向方法支撑

我是个非常注重体验的人。实

习期间，指导老师第一天就让我独自

进班管理，紧张之余更多是激动与难

忘。接手班级后，我也非常关注孩子

们的体验感，期望他们自己与世界碰

撞出独特的火花。

秉持这样的想法，我让孩子们自

己按身材高矮排队，自己寻找去艺术

教室的路线。秋游时，我也只是简单

告知孩子们手册里需要完成的任务，

让他们自由探索。遗憾的是，填写手

册时多数孩子一脸茫然，不知从何

下手。

反思此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我

放手太早了。孩子与成年人不同，

在进行自由探索时，他们没有潜在

的知识框架和认知基础作为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探索”便成了

“走马观花”，无法进行系统认知。

此后，无论课堂探究还是综合实践，

我开始有意识提前做好孩子的认知

情况调查，挖掘活动价值点，创设真

实情境，以丰富材料作为支撑，把解

决问题作为目标，逐渐摆脱了自由

体验的随意性。

上学期期末时，我在班里组织

演唱会，不同于以往班主任大包大

揽的情形，我们确定了此次主题为

“有我不一样”，旨在让台前幕后的

每个孩子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展

示自己的才华与魅力。演唱会前一

周的班会上，我与孩子们观看完一

段演唱会探秘视频后，一起确定演

唱会的基本流程，以及需要配备的

工作人员、服装、道具等。马锐自告

奋勇当主持人，黄珊珊立刻说：“主

持人需要话筒，我家有，可以带来。”

于水说：“我很想当摄影师，带相机

妈 妈 不 放 心 ，可 以 用 拍 立 得

吗？”……每个孩子都选择了自己既

感兴趣又有能力完成的工作，最后

我们成功举办了一场“人人是演员，

人人是导演”的演唱会。

教师搭建的舞台有多大，孩子成

长的空间就有多大。在很多第一次

面前，教师需要顺势而为、主动作为，

从儿童视角出发寻找途径，努力满足

其精神需求，充分调动每个孩子主动

成长的“内心动能”。

成长的破局之力，需要我们从传

统惯性思维中挣脱开来，以理性的旁

观者角度自省，在实践中转变思维方

式，逐渐成为一名行动灵活的“研究

型”教师。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

我和你

辉是一个患有中度自闭症的

孩子，刚入学的时候，他不说话，

也不与他人交往，时常用惊恐的

眼神观察周围的一切。如果有人

靠近他，他就用刺耳的尖叫声表

达排斥与恐惧，那心惊胆战的样

子让人看了非常心疼。

上美工课的时候，我发现辉

的描摹能力特别强，几笔就能勾

勒、涂抹出物品的样貌神态，我心

头一阵欣喜。于是我与家长沟通

后，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带他走向

外面的世界。家长非常配合，买

了画纸、彩笔等文具，又从网上搜

索辉喜欢的图片，利用业余时间

陪孩子练习画画。

每过一段时间，家长就会把

辉的画交给我，我负责给画作取

名、投稿。当辉的彩笔画第一次

发表在《现代特殊教育》杂志上的

时候，他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但

却小心翼翼地把杂志放到书包

里。慢慢地，辉的绘画作品不断

发表在各类报纸杂志上，还获得

了市里组织的百灵艺术节比赛一

等奖。

辉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学校领

导的重视，专门成立了工作室，学

校的一条走廊也成了辉的作品

展区。

辉 有 了 较 大 转 变 ，在 家 里

帮着家长洗碗、扫地、擦桌子，

家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孤

岛 天 才》一 书 中 说 ，通 过 抓 住

“训练天赋”的机会，我们可以

帮助自闭症患者利用自身的特

殊 能 力 ，打 通 一 条 通 往“ 正 常

化”的有效渠道，并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自身的“残障”，从而整

体上增强语言功能、社会化和

日常生活技能。

许多人主张缺陷补偿，其实

通过“训练天赋”，何尝不能提高

自闭症孩子的语言功能、社会化

和日常生活技能？

辉虽然不懂与人交往，但他

的世界绚丽多彩、与众不同：湛蓝

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形态各异的

大树、缓缓流淌的小河、美丽的小

鸟、充满活力的兔子……

特殊教育学校有奇才、有天

才，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发现并且

培养他们。我见证了辉的成长，

也见证了奇迹的出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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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班主任的建议
一班一世界

我秀我班

“成语”穿搭
为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我班设立了“无

校服日”，我们秉持“让传统文化融入时尚穿

搭”的理念，以颜色相关、寓意美好的成语协

调着装颜色，在校园留下了“阳春白雪”“青出

于蓝”“浮翠流丹”等系列合照。

“成语”穿搭浸润中华传统文化，蓄力青

春。成语也可以很“潮”！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是一个充满“温度”与凝聚力的集体。

（上海市中国中学 华伊悦/图文）

萤火虫教室
聚微光

□曹永健

一间教室与另一间教室的区别

在哪里？也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每

一间教室里都有独特的故事。故事

中，师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共

同创造一间教室的奇迹。萤火虫教

室，就是这样一间有故事的教室，它

像萤火虫一样汇聚微光、点亮自己、

照亮世界。

我给学生发稿费

每天清晨，我都带孩子们徜徉在

童诗天地，读诗、写诗，从模仿渐渐走

向创作。

刘德凯写的一首童诗在《天心教

育》发表了，我拿着样刊告诉孩子们，

今后无论谁发表文章，我都奖励作者

20 元稿费。孩子们欢欣鼓舞。刘德

凯成了第一个拿到稿费的孩子，他笑

得很开心，写作更有信心了。

杂志社已经给孩子发了稿费，为

什么我还要再给孩子发一次？我想

借此放大孩子创作的成就感，让自信

深植于他们的内心，化作无穷动力。

孩子的作品陆陆续续发表了，他

们书写自己的故事，记录自己的童年

光影。读诗、写诗成了他们的生活方

式，成了他们奔向星辰大海路上的

“额外奖赏”。

让每个生命发光，这是萤火虫教室

的班级愿景。我以发放稿费的方式，带

领孩子共同书写关于诗歌的故事。

春天读书会颁奖

三月正是读书天。芒果音乐电

台联合萤火虫教室策划了“春天读书

会”。14期节目陆续在芒果音乐电台

“玩转晚高峰”栏目播出。孩子们用

清亮的童声朗诵纯真的童诗，给听众

送去春天的问候。

美好需要精心酝酿。当初，一接

到主持人的邀请，孩子们就开始忙碌

了。他们精选诗作、确定朗诵文本、

写串词。最后一句结束语，他们更是

不厌其烦地修改。颜谨说：“诗心拥

抱童心，和我们一起读书吧。”刘若彤

发出邀请：“春天读书会，有爱便是春

天。”臧美仁的结束语是：“春天读书

会，读出新世界。”孩子们辛勤的付出

为节目的成功播出打下了基础。

栏目组为孩子们寄来了荣誉证

书。我把证书拍照发给校长，申请在

周一升国旗仪式上给孩子们颁奖。校

长回复说“非常棒”。在颁奖仪式上，

学校领导为孩子们颁发荣誉证书。那

一刻，孩子们站在春天里，意气风发。

邓湘子老师来信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邓湘子与萤

火虫教室缘分颇深。上学期，我和孩

子们共读了邓湘子的作品《像风一样

奔跑》，这期间我邀请邓湘子到萤火

虫教室与孩子们见面，邓湘子分享了

自己的阅读与创作经验，深受孩子们

欢迎。

连子策的写作潜能就是被这次活

动激发出来的，他在班上发起的“3000

长文”挑战中，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小

小说《后山历险记》。他的小说在我的

微信公众号推出后，得到了许多点

赞。我特意把小说发给邓湘子，请他

予以指导。很快，邓老师在微信上给

予了回复，表扬连子策写得好。

更令人感动的是，邓湘子还给连

子策寄来了《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一书。在扉页上，邓湘子写下了这样

一段话：“这本书送给子策，我读了你

的《后山历险记》，在你写的故事里，

看到了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看到了

你在创作过程中的快乐，这样的表达

尝试，真好！《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好读、好玩。什么样的人能写出这样

的书？希望子策认识这位作者，和他

交朋友。”

我把邓湘子的话，在班上读给大

家听。连子策的眼睛闪闪的，一双双

眼睛闪闪的，所有闪闪发光的眼睛汇

聚在一起，整个教室也亮闪闪了。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

园中信小学）

天降“奇才”
□张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