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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师附小教育集团
江美华

“砰”的声响直刺我的耳膜，在一

次科学实验课上，人称“小淘气”的他

不小心把烧杯给碰到地上打碎了。

当时他所在的小组正在观察量

筒的刻度，他抢过量筒，说要往里倒

水，剧烈的动作引发了事故。

我来到他的面前，注视着他。

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连看都

不看我一眼，更不要说道歉了。

这明显是一位吃软不吃硬的学

生，对付他最好的方法是以软攻软，

反其道而行之，避免直接批评引来

更大的敌意。

于是，我用真诚的语气对他说：

“你是不小心打破的，对吗？”

他一声不吭，继续看着别处。

我怕他没注意听，又说了一遍：

“老师相信你是不小心打破的……”

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突然转过

头来，凶凶地对我说：“我是故意的，

要赔没钱。”

本来想给他一个台阶下，让事

情到此为止，没想到软攻碰壁。怎

么办？我决定下课再说，于是轻拍

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若无其

事地示意学生们继续做实验。

下课铃响后，他却出人意料地

留了下来。我可没有示意他留下

呀。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问我量

筒要多少钱。

他想赔钱？我疑惑地看着他。

“老师，量筒多少钱？”他再次问道。

这不会是假，他愿意赔钱，说明

他已认识到了错误。这不，他一脸

真诚，刚才的傲慢没有了。

此时，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于

是，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知道错

误就行了。老师不需要你赔。”停了

一下，我又接着说：“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急切地问。

我说：“你帮老师把实验器材整

理好。”

“只要整理好实验器材就行

了？”他有点不相信。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当

然。”于是，我们两个在实验室里愉

悦地整理起实验器材来了。

一个“小淘气”，一个固执的小

男孩，一个平时即使挨整也不认错

的学生，为什么会突然来了个三百

六十度的大转弯呢？也许他想故

意惹我发火，也许他当时以为我会

发火，说出 了准备好的对抗性台

词。没想到我一直善意相待，这让

他意想不到，大为惊奇。我的态度

让他不得不对自己发问：“我可不

可以这样？”

其实，这类学生虽然淘气、固

执，但他们同样需要爱，需要关心，

需要平等，需要老师像朋友般的对

待，而我恰好以这样的一种形象出

现在他面前。

□瑞安市滨江中学 高振千

有幸相继参与了某县教育局教科

室牵头组织的“班主任工作”“我与教

育科研”“课题研究伴我成长”“我的课

程开发”“我与托管服务”等教育叙事

征文的评选工作。

不管是分散自行阅评，还是集中

一起审读，评委们的意见还是比较一

致的。从这些叙事文章中，我们看到

了教师个人的教育研究故事，它们呈

现了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和思

考，反思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也反映了教育研究与

教师专业成长的关系。

作为十几年前就兴起的一种文体

和教育研究载体，教育叙事一度颇受

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教育叙事讲述

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和过程，其实

质是通过讲述教育故事，体悟教育真

谛的一种研究方法。

教师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教育生活

中司空见惯的幽微细节，去发现其中

细微的教育意义，有一种贴近感和亲

切感。通过教育叙事展开对现象的思

索、对问题的研究，是将客观的过程、

真实的体验、主观的阐释有机融为一

体的教育经验的发现和揭示过程。

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教育叙事征

文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教育叙事是以记叙为主，夹叙夹

议。作者得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要有

叙事的框架：起因、发展、高潮和结果，

而不是把它写成那种大标题套小标

题，大序号套小序号开药方似的议论

文。叙事可以用小标题，但没必要那

么文艺和华丽，更不能喧宾夺主，用成

段成段的议论淹没必要的叙述。

大部分教师平时写的文章，没有

故事，缺乏过程，没头没尾，是给人最

深的印象。

如果不是参加征文评比，平时想

写什么都可以，一旦参加评比，一般

会设定一个主题，要求文章要围绕这

个主题。这样，即使作者叙述能力很

强，假如不能围绕主题展开，结果往

往劳而无功。而且针对相关主题，作

者应该有一定的经历、反思和收获，

否则，拿什么来叙事？为讲故事而讲

故事，不但十分勉强，也常常显得空

洞无物。

还有，参加者应该有一个自我评

价，不是以获得什么荣誉证书为目的，

应付了任务就万事大吉，而是要看看

在阅读叙事的过程中，读者会有什么

样的反应，审视一下自己的处理方式

是否有益于教育教学，这才是叙事的

价值所在。

教育叙事必须立足于真实的教育

实践，所叙述的是自己经历的教育事

件，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可信的故事，

任何套作、移植和虚构，不管有多“完

美”都会露出破绽的。所选的事件要

有一定的代表性、可借鉴性，要让读者

从中获得一定的理性感悟，产生某种

教育的共鸣和启迪。教育叙事选择的

题材、内容、观察角度最好有一定的独

特性和新鲜感，能够针对新问题用新

视角去洞察，给人多元的解读空间。

最后一句话：教育叙事就是使看

似平淡的日常教育生活带给人教育

触动。

□湖州市南浔锦绣实验学校
邹晓英

“面包送给你。”这是 2016年 6月 19
日，中考英语考试进场前张明留给我的一

句话。我望着桌子上的面包，内心不能平

静。陶行知先生说过：“不要轻视小孩子

的情感，当他给你一块糖吃时，是有着汽

车大王捐献一千万元的慷慨。”

我嚼着面包，嘴里浓香四溢。

说说中考前几天的事吧。最后一节

课，张明人不见了，书包还在。

我赶紧到校园里找了一圈，还是不见

人影，又生气又担心。我正要从体育馆返

回时，远远望见了张明，刚从校门口进来，

手里好像拿着什么。

我明白了，他去校外溜达了，等到放

学时间差不多了再返回教室拿书包。

我喊他，他回了一下头，又继续往前走。

我从这边上楼，他从那边上楼。我在

教室门口等他。

3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他一直

没上来……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我再下楼去找，没找到。我又上来

等，他终于上来了，脸上写满了愤怒，因为

被我看穿了。

我平静地说：“如果你不想在教室里复

习，那么回家调整一下也可以，好好看书。”

他背起书包，走了。

简单说说张明，他是一位特别爱干净

的男生，我一直让他担任劳动委员。要不

是这个职务，或许他早就放弃了。

中考前一天，学校召开广播会议，介

绍中考情况，张明来了。会议结束后，他

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40块钱。这是我给他

垫上的。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但我发现他脸上的怒气已经没有了，他有

点紧张。

我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中午去食

堂吃饭的路上，我们正好并排走着。

“爸爸妈妈有没有生气？”

“很生气……但是止住了……”

“那天到哪里去了？”

“就是不想上课了，到小店去了一趟，

回来时被你发现了。”

“是自己成绩太不理想，想到放弃了吗？”

“嗯。”

“今天好好休息，明天认真考试。”

“嗯。”

……

我嚼着香甜的面包，品尝出了他送给

我的一份歉意、一份感谢，还有尊敬和爱。

中考结束，他发信息告诉我：已经去

新学校报到。

我在心里深深地祝福他。

我也为自己的冷静而感到欣慰。如果

换一种处理方式——叫家长来，爸爸妈妈

会因为生气而打骂孩子，孩子明知有错却

倔强到底。中考那两天，或许他会来搅局，

带着那种我不想看到的令人心寒的愤怒。

爱不仅仅意味着关心，更多地意味着

沟通、理解、勉励和帮助。当教师的爱被学

生接受而成为师生心灵沟通的桥梁时，爱

就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班主任需要

博大的爱，还需要理智的爱、智慧的爱。

□衢州市新星学校 王志兰

班里有一个学生，名叫小奇，他有个

极为怪异的毛病，着实让我惊诧——喜

欢在自己的试卷上偷改分数，且要让老

师给他加分。

上学期期中考试时，他居然在答题

卷上将自己的数学成绩由 58分改到 66
分，然后堂而皇之地拿到数学老师那里

去，要求改动分数。

数学胡老师惊讶小奇数学成绩有如

此长进，于是先结分——没有错呀；胡老

师不信，仔细查看每道题的答题步骤，终

于找出线索：小奇在错题边上将正确解

题步骤清清楚楚地写好，并且打“√”，写

上分数“8”。
用心作假如此，让人不胜防范。这

惹得胡老师大为恼怒，给他以极大的惩

罚：其一，上交一份 500字反思，交代清

楚作假的原因与后果，并保证以后不再

作假；其二，每天中午到胡老师那里补做

作业，做满一个月为止。

班里的学生马上将此事向我做了详

细汇报，问小奇，他却不当一回事。小奇

这孩子与我有些交情，有一天，他跑到我

办公室来玩。

我忍不住问：“数学老师这么喜欢

你，每天都叫你去做作业啊？”

“嘿嘿。我数学没考及格。”他眨着

小眼睛，模糊地回答，却只字不提他干的

糗事。

我感觉到，小奇已经很老到了。

前几天，举行科学单元测试。小奇

跑来告诉我，他这次成绩很不错，不但科

学考及格了，还快达到80分。

望着他喜笑颜开的模样，我有点

怀疑。

下午在办公室，听到科学吴老师叫

道：“这分数谁改的？”

我们大家凑过头去一看，试卷上，

“57”被人用红笔画上了一条斜杠，又在

上面很有力地写了一个“77”。我们一起

算了一下分数，发现这份试卷得分应该

是57分。一看笔迹，大家异口同声——

小奇！

虽然小奇没有爽快承认，但事情正

如我们所料。我们知道，因为没有人会

去在意小奇的试卷，也不会有人胆敢改

动分数的，所以小奇就肆无忌惮地一下

子提高了20分。

昨天中午，小奇跑到我办公室，又乐滋

滋向我报喜：他语文考了86分，是6班的学

生告诉他的，他还趁机向我索要糖果。

我说，只要是真的，我就给你糖。小

奇一般能考70多分，我不相信他能考到

86分。很快，全班试卷到了我手上，我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小奇的试卷抽出

来，重新算分，果然只有77分。

我怀疑是小奇自己改动了分数，因

为他中午在帮语文备课组组长结分，他

拿着红笔，改动自己的成绩应该是容易

做到的。我到班级发试卷时，特地让小

奇当着我的面仔细结分，结果是77分。

我让他自己将分数改写正确。小奇

很淡定，迅速用红笔划去“86”，在上面轻

轻写上“77”。瞧，他的动作很娴熟，脸上

泛起一点红晕，是羞愧？

这个小奇着实让我苦恼，我要怎样

看小奇呢？我需要找小奇好好谈一下，

了解他这样做的千万个理由。

第二天中午，我亲自去找小奇，请他

告诉我喜欢改动分数的缘由。没想到他

眼睛红红的，眼泪簌簌而下。他说：“我

父亲平时不管我，但成绩一出来，他就跑

到我家或打电话来骂我，骂我没出息，很

凶的。我的父亲讨厌我。我想考好些，

让他不能骂我。但是，我就是管不住自

己，上课经常要开小差，作业也不认真做

好……”

“你认为改动分数，能够提高成绩

吗？”我问道。

“我想我应该有高点的分数。一看

到分数，我就手痒痒的，不想改都难。”他

低头道。

我知道，这个学生或许常常陷入幻想

之中，改动分数是想逃避父亲的责骂，于

是就寻找一切机会，擅自改动试卷分数，

明知道会被人察觉，但还是不计后果。

和小奇的交谈很顺畅，如果忽略这

件错事，我几乎看不出这个学生身上还

有什么毛病。周五离校时，他会跑到我

办公室与我告别；端午节时，他送我和其

他老师他妈妈亲手做的香包；他发现我

的电脑声音不够好，一个月前，他将自己

的生日礼物——小音箱送给我用；就在

前天，小奇悄悄问我，该怎样安慰哭泣的

妈妈……这个学生的情商特高吧。

这个学期，小奇的学习成绩一直在

下降，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他爱改动分数

的毛病有关呢？

□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镇中心
小学 许金达

午饭后，班长范丹来向我报告：
方亮和李珂打架了。

我跟着范丹来到教室，找几个知

情的学生一问，知道了这场风波的来

龙去脉。原来，今天中餐，食堂供应

带壳的鹌鹑蛋。有些男生就留了几

个，拿到教室里来玩，在讲台上比赛，

看谁的蛋转的时间长。

李珂也想参加，可他刚把蛋放上

讲台，方亮用手一挡，那蛋掉在地上

摔碎了。两人就吵了起来，方亮把李

珂打哭了。

我想起了有关方亮的一切：他的

母亲在年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上了这

么一个宝贝儿子，对他十分溺爱，凡

是都由着他。正因为这样，方亮渐渐

地就变得十分任性，在家中成了一个

说一不二的“小皇帝”。

我先安慰了李珂几句，让他回

到自己的座位上。接着，我对全班

学生说：“一个人要想跟人不发生

冲突也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到晚呆

在家里，足不出户。请问，哪个能

做到？”

我问方亮：“你能做到吗？”

方亮摇摇头。

我又说：“既然做不到，那我们就

得学会宽容。人是群体动物，与人打

交道，总不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绊绊的

事，但如果你能够以一颗宽容的心去

善待他人，那么你一定会得到他人的

理解。如果你一味地找别人的不是，

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的所有

人都在跟你过不去。我们迟早要走

向社会，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学会做人，比学会知识更重要。请你

们记住我今天的话：‘善待他人，就是

善待自己。’”

学生们鸦雀无声地听着，似乎在

思考着什么。

我又转过头来，对还站在讲台边

的方亮说：“今天的事是你不对，大家

都是同学，应该学会互让。为了这么

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还打人，太不应

该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

这样的事，可以吗？”

方亮点点头。他又听我的话去

向李珂道了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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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教育叙事是什么才能写好它

我是故意的，
要赔没钱

他偷偷地改动试卷分数，很多次了

面包送给你

你不可能不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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