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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1日12版 班 主 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征 稿
【改制创新】学校为调动、发挥

班主任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远离职

业倦怠，在制度上有哪些新举措？

班主任为打造理想班级，让每个学

生走向更好的自己，在管理上有什

么好经验、新构建？期待您的分

享。1500字左右。

【给班主任的建议】给新班主任

的建议/给中途接班班主任的建议/

给班主任成长的建议/给班主任走向

职业幸福的建议/给班主任破解职业

倦怠的建议……任选一角度（不限

于此）展开写即可。1500字左右。

【一班一世界】每个班级都有自

己的文化，老师，你所带的班级最有

特色的文化是什么……这个栏目展

示有创意的班级文化、班本课程

等。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bzr@163.com

（提醒：稿件必须为原创且未公

开发表）

家长会是实现家校协同育人的

重要途径之一。一次有意义的家长

会不应只带给家长一时的感悟，更应

给予家长如何养育孩子的启发。基

于这样的想法，我在设计家长会时，

以“我眼中的父母”调查问卷为切入

点，与家长探讨如何从孩子的需求出

发进行家庭教育。

调查问卷里发现的问题

父母的关心≠孩子的满意。这

是一份令我印象深刻的答卷：第一

题，父母关心你吗？孩子清晰地感

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毫不犹豫地选

择 A 答案“很关心”。第二题，父母

对你的现状满意吗？虽然孩子感受

到了父母的关心，但也明白父母对

他的现状是不够满意的，所以他在

思 考 过 后 选 择 了 C 答 案“ 基 本 满

意”。第三题，你对父母的教育方式

满意吗？从孩子的答案变动中，我

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当得知

这份调查问卷会转交给家长时，孩

子把这道题的答案由“不满意”逐渐

修改为“基本满意”“较满意”直到

“很满意”。虽然选择了“很满意”，

但是修改的过程暴露了他内心的真

实想法。第四题，当你遇到挫折时，

父母是什么态度？孩子遵从了自己

的内心，选择了 C 答案，父母只会

“批评我没出息”。这样一来，孩子

前面选项纠结的原因就有了答案。

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孩子可以感

受到，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孩子的

认可。因为我们给予的并不是孩子

需要的。如何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

他的关爱，特别是教育方式上的认

可，这需要家长站在孩子的立场深入

思考。

玩耍与学习冲突吗？这是一位

较为自律的孩子的答案，我们从中可

以看到，父母在生活中总是在讲孩子

不喜欢听的话，这些话大多以命令为

主，内容可分为“不允许玩游戏”和

“你得马上学习了”两类。这些答案

折射出教育中一直存在的问题，玩耍

与学习是否冲突？如何协调两者之

间的关系？

如何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在调查问卷中有 1/3 的孩子希望多

些时间玩电子产品。在信息化时

代，电子产品是人们接触外界的主

要途径，学生沉溺网络问题层出不

穷，如何在小学阶段进行正确引导，

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我有优点吗？问卷的最后，我让

孩子说说自己的优缺点，我以为大部

分孩子会写出自己的优点，结果却让

我大吃一惊。在我眼里，乐于助人、

诚恳踏实的孩子，在他们自己眼里却

没有优点、全是缺点。看到这样的答

案我很痛心，如果孩子只能看到自己

的缺点，不认可自己，是否我们给予

孩子的肯定太少，才让他们对自己这

样缺失信心？

基于以上发现，我要如何引导家

长进行家庭教育？

指导家长学会爱孩子

家长爱孩子是天性使然，但不适

合的爱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良影

响。家长对孩子的爱应严慈相济，有

理智、有分寸。孩子有良好表现时家

长不一味吹捧，孩子失意时家长也不

一味打击，只有这样，爱才能转变成

力量，才能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家长对孩子的期待要适合。望

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但实际

上多数孩子最终都是普通人。家长

要放平心态，让孩子成为自己，是小

草就让其点缀大地，是大树就让其

成为栋梁。如果家长脱离孩子的实

际水平、个性特征，一味强求孩子实

现父母的理想，就会给孩子身心造

成伤害。

电子产品使用“三原则”。关于

电子产品，孩子很难自控，家长在

监督时要遵守三个原则：一是“时

间原则”，限定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家长与学生都要遵循；二是“正确

原则”，把电子产品作为学习的必

要工具，坚决抵制孩子用其无节制

玩游戏；三是“转移原则”，倡导户

外活动，家长要妥善安排时间陪同

孩子到户外运动，健身的同时也可

以亲密双方关系。

家长要多鼓励孩子

孩子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成绩、性

格、人际交往等原因感到不自信，这

时他们需要家长和老师的肯定。我

班学生李可，上学期各方面退步明

显，我找他谈话：“你在教师节的时候

给老师送了一把自己书写的扇子，上

面的字美极了，以后字都要写得那么

好！”新学期一开学，我就被他的字惊

到了，而且他在自己的作文中也写到

了老师的鼓励让他更有信心了。

对大多数孩子而言，看见他们的

优势，以此为激励点赞美他，孩子就会

给我们惊喜。家长不要把批评当成法

宝，孩子退步了不要急，静下心来陪孩

子分析原因，寻找解决方法，对他多加

鼓励，我相信孩子会更有动力。

教育之路漫长且充满变化。班

主任应帮助家长转变思路，不断优化

家庭教育方式，实现家校协同育人，

为孩子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清水塘北辰小学）

借助调查问卷开好家长会
□黎思扬

我班里男生多，

调皮的也多，果果就

是其中之一。在大

多数老师眼里，果果

是一个上课爱睡觉、

平时爱顶嘴、作业不

按时完成且总有理

由的孩子。这都是

小事，由于果果嘴爱

说、手爱动，常常与

同学发生冲突且从

不吃亏，学生怨声载

道。他的这些表现

让我很头疼。

开学之初，我按

照高矮个重新排座

位 ，果果和李浩同

桌。下课后李浩找

到我，说：“老师，我不和果果同桌，

他不听课、爱捣乱，我怕耽误学习。”

我安慰李浩：“你是班干部，应该起

带头作用，帮助果果进步。”李浩勉

强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没过几天，李浩哭着跑到办

公室告状：“老师，您给我换个同桌

吧，果果打我，还把我的作业本撕

了！”说着，李浩撸起袖子让我看他手

臂上的伤。我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去

教室批评果果。然而果果却说：“是

他先打我的。”“我没有！”李浩分辩

说，“我只是拍了他一下，提醒他好好

听课。他不但不听，还用桌子缝夹我

胳膊。”我请果果向李浩道歉，果果却

拒不道歉，并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错。

我联系了果果妈妈，跟她沟通

了果果的行为表现，果果妈妈的态

度很诚恳，主动联系李浩妈妈并道

歉。这件事虽然解决了，但果果并

不服气。

一次，赵鹏不小心撞到了他，他

上去就把赵鹏推倒了。我严肃地批

评了他，他却说：“你总是在全班同学

面前批评我，都是我的错吗？”听得此

言，我带他回到办公室，说：“果果，老

师当众批评你做法欠妥，我会改正。

你也要发扬你的优点，做出个样子给

大家看看。不要动不动就和同学闹

矛盾。其实，老师特别想表扬你，你

要给老师一个表扬你的理由，好不

好？”果果见我竟然在他面前认错，还

说想表扬他，而且说得语重心长，他

的精神为之一振。此时此刻，我们在

内心深处已经彼此接纳对方。

经过这次谈话，果果渐渐有了

变化。他动手能力强，每次社团活

动后，他都把自己的手工作品给我

看。果果喜欢做饭，我就把参加学

校“厨王争霸”的机会给他，让他在

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看着他

充满自信的笑脸，我忽然发现，好久

没有人在我面前告他的状了。

一天早上，果果塞给我一些小东

西，悄悄告诉我：“这是我从妈妈的饰

品上摘下来的，你要永远开心！”我看

着他的神态，那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模

样。我手里拿着那几颗小镶钻，心里

暖暖的。当我怀着爱心对待学生时，

我也获得了学生的爱。

反思自己以往的教育行为，主

要是太急于让学生成为我想要的样

子了，总是期待他们有好习惯、懂礼

貌、积极向上，但学生还是孩子，哪

有理想中那么优秀、完美？班主任

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德州市湖

滨北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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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也需要学生的表扬
□葛丽男

班级叙事

忙碌了一天，我抬起头时天已

经黑了。回顾一天的收获，学生王

宇的作文《有你，真好》是对我工作

最大的奖赏。

本学期我中途接班，此前这个

班已经换过好几位班主任，人人都

说这个班乱，难管理，各种问题不一

而足。这是我 9 年教育生涯里第一

次中途接班，而且接的还是别人眼

里的乱班，我该怎么办？

我没有被他人的评价左右，我相

信学生都有向好的心愿。第一次面

对学生时我说：“老师不听别人怎么

评价我们班，无论别人说什么，我只

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此时此刻，

我看到你们的眼神清澈，透着一股不

甘心的劲儿，特别好。从这一刻开

始，我们一起努力，为自己争口气。”

一番话讲出来，学生更加精神

抖擞。心灵鸡汤虽然让学生对自己

充满信心，但这只是一时的，不等于

可以解决问题。真正带领他们走出

来，我还需要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因势利导。

经过几天的接触、观察，我发现

不少学生遇到一点小事就大喊大

叫、指责他人。可见，这是他们习以

为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情绪

失控的学生，批评是无效的。因此，

无论学生的行为多出格，我都会控

制好自己的情绪，理性、冷静地出面

调解，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发脾

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突发事件说来就来，不知什么

原因，马程和张越在楼道里相互推

搡起来。我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将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孩子分

开，带回办公室。我平静地询问原

因，张越的脸涨得红红的：“马程推

我！他还让我与何凡握手，何凡不

仅大声拒绝我，还故意在我面前和

其他同学握手。马程故意让我在全

班面前出丑！”马程委屈地说：“张越

与何凡有矛盾，站队时总是打打闹

闹，我站在他们中间很苦恼，想让他

们握手言和……”两个人你一言我

一语 ，纷纷道出自己的不满与委

屈。我只倾听不评价。当他们的负

面情绪得以宣泄，我给他们每人倒

了一杯水，请他们放松一下紧张的

神经，再进行自我检讨。张越认识

到自己的冲动给马程带来了伤害，

马程也表示自己选择解决问题的时

机不恰当。看到孩子互相道歉，我

便带着两个孩子复盘整件事情，引

导他们换位思考。

学生的过激行为，需要班主任

站在他们的角度分析问题并表达理

解与同情，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客观

看待自己的不当行为。有时候，我

会用一节课的时间听他们“唠叨”，

等他们说够了，愤怒的情绪消失了，

我再进行引导。

学生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

个班的改变也一样。学生表现好的

时候，我奖励他们出去玩游戏；作业

高质量完成时，我以小组为单位奖励

他们免写作业一次。我尽可能使用

学生喜欢的奖励方式，给予他们积极

的正向反馈，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

的状态。

当然，学生表现不好时，我也不

大声呵斥，而是严肃认真地讲明道

理、给出方法，陪他们一起改正。比

如，我会陪着学生扫地、摆桌椅、走路

队……学生说“葛老师最不缺的就是

磨人的功夫”。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

去，我们相互磨合、彼此支持。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不断调

整自己，保持良好的情绪。在日常

生活里，我倾听学生内心的不快、期

待被理解的心声，陪学生习得如何

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心平气

和地化解各种矛盾。现在，学生之

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会互相协商

解决，关系融洽很多，已经许久没有

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起纷争了。

没想到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

点点滴滴被孩子写进了作文里：“在

您看来，这些事可能微不足道，但足

以让我铭记一生。葛老师，有你，真

好！”喜悦之情荡漾在我心里，都说

学生需要表扬，我这个班主任何尝

不需要表扬？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附属

玉泉小学）

以“美读”创建美好班级
□夏 智

带着感情、读出感情的朗读，叶

圣陶称之为“美读”。“美读”是语文

教学最基本的方法，教师在备课时

要“美美地读”，在课堂上也要引导

学生“美美地读”。作为语文老师兼

班主任，我将“美读”与班主任日常

工作有机结合，携手学生一起创建

“三美”班级。

朗朗有声，创“有声班级”之美

晨跑前，我带领学生齐诵《满江

红》，我们语调激昂、慷慨壮烈，显示

出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气质；晨诵与

晚自习，我指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

读、接龙式阅读，变着花样读出趣味；

诗歌朗诵会上，我们穿越古今、博览

中外、盛装演绎，读出美的意境。

我 抓 住 一 切 机 会 在 班 上 开 展

“美读”活动，让教室内外洋溢青春

的声音，让每个学生用自己的声音

抒发情感。“美读”让班级有了一种

音韵之美。

全班上阵，创“团结班级”之美

从小阅读经典名著，对学生的

人格塑造有很大好处。学生通过这

些不朽的文学作品认识、感悟真善

美、假恶丑，陶冶思想情操。因此，

我在班里开展“经典‘咏’流传”活

动，以“美读”的形式潜移默化熏陶

学生的思想品质，形成班级的核心

价值观。

为了让学生的朗读更具有专业

性，活动一开始，我邀请浙江省朗诵

协会专家到班里进行现场指导，并在

专家指导下发动全班学生做了详细

的“美读”文本注解。以停顿、重音、

气声、拖腔、快读、慢读等符号标注

“美读”文本，每个学生都倾情投入到

“美读”活动中。

因为本次活动，有矛盾的同学重

归于好，平时不爱交流的学生也感受

到了班集体的温暖，融入班级中。我

真切感受到学生因此更加团结，班级

呈现出一种“团结之美”。

经典不朽，创“家校共育”之美

我校是寄宿制学校，学生住校缺

少家人的陪伴与关心，这种情况下，

同伴之间的友谊、老师的关心更显得

珍贵。因此，我在班里打造相亲相

爱、互相帮助的“家”文化，弥补学生

亲情的缺失。“家”文化不是空喊口

号，要落在实处。

为此，我在班上开展了“相亲相

爱一家人”专题系列“美读”活动。连

续三次邀请学科老师、家长参加，先

后开展“同学对读”“亲子对读”“师生

对读”活动。每个人都可以读自己写

给对方的真心话，也可以借助阅读经

典段落表达自己的爱。在活动中，我

们读出了各自的心声，读出了彼此的

温暖。“美读”将老师、家长、学生的心

凝聚在一起，实现了家校共育之美。

叶圣陶先生说：“读得很美了，也

理解得差不多了。”入情入境的“美

读”不是苍白的说教，而是班级建设

的重要方式。班级建设的方式千万

种，“美读”只是其中之一。以“美读”

创建美好班级将是我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书香与梦想齐飞
为营造家庭亲子阅读氛围，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班组织开展“我读

书，我成长”亲子阅读活动。学生和家长沉浸在阅读中，有的品读古诗、有的朗

诵美文、有的分享阅读经验，为建设书香家庭奠定了基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诚铭学校 陈永红/图文）

一班一世界

家校彩虹

我秀
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