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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
育才实验小学
许 娜

周一早上，推开办公

室的门，只见我的办公

桌上赫然躺着三封信。

其中两封信的信封上竟

然还写着“致许老师的

一封愤怒的信”。三封

信来自三名女生，诉求是

一致的——控诉一名男

生的种种罪状，表示忍无

可忍，要求换座位。

我陷入了沉思。刚

开学时，我和副班主任

认真分析了每个学生的

性格，仔细研究并慎重

地确定了座位的安排。

没想到，还是出现“联名

上书”的事件。难道，真

的应了副班主任当时说

的：“你接的是什么班

啊？个个是人物，谁都

不能跟谁坐一起。”

我想，既然是“人

物”，更应该讲道理，更

应该学会如何解决问

题。美国儿童发展心理

学家默娜·B. 舒尔博士

提出，引导孩子学会自

己解决问题，要让他们

有“我能解决问题”的意

识和自信。

我首先要做的是倾

听。课间，我请这三位女

生到我办公室坐坐。我

在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

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

疑问：“是什么问题让你们在相处时出

现了这么大的不愉快呢？”

“他说着说着就动手推我桌子，或

者把我的本子画得一塌糊涂，当然我也

会回击。所以，我觉得很烦，不想跟他

坐了。”

“班里有些同学在拿他开玩笑，他

很生气。他生气了就拿我们出气。”

“有时，我们在说一些跟他无关的

悄悄话。他看见了，就说我们在背后

说他。”

……

默娜·B.舒尔博士非常强调，对话

过程中长辈应该避免对孩子的想法做

出价值判断。因为表扬肯定会抑制孩

子进一步思考其他解决方法，而批评则

会让孩子不愿再说出真实的想法。这

两种判断都会让孩子从考虑后果和思

考解决办法转向选择一种能获得长辈

赞同的做法，自然而然妨碍了孩子自由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他这样对不对？”

“不对。”

“既然不对，你为什么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呢？你们在整件事情中

有没做得不合适的地方呢？”

“不应该当着他的面讲悄悄话吧，

还是看着他笑眯眯地说的，故意引起他

的怀疑。”

“那他知道你们对他的愤怒吗？你

们都不给他机会，直接告到我这里来，

合适吗？”

……

通过反问，意在促使她们关照自

己的行为，从而树立对整件事情的客

观看法。

“那么，除了他，你们认为以后到其

他学校，或者走上工作岗位遇到的其他

人，所作所为都能符合你们的心意吗？”

“不会。”

“既然不会，换个位置就能解决问

题吗？”

“不能。”

“那怎么办？”

……

“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相处不好

的难题，让彼此的关系好起来呢？”

我想，我不应该告诉学生该做什么

或不该做什么，学生才会慢慢学会自己

解决问题。

“我们先跟他沟通一下，告诉他我

们的感受。”

“我们也先向他解释一下，我们不

是在背后说他，然后再告诉他，他那样

我们很生气。”

“沟通后，如果他不向我们乱发脾

气，我们就不换位置了。”

……

我鼓掌赞成。最近我特别留意了

他们的动态，貌似随意地经过他们身

边：“你们现在相处得怎么样啊？”

男生没心没肺应声答道：“好

的呀。”

那三个女孩会心一笑：“挺和谐的。”

□江山实验小学 王华君

“怎么回事啊？每天把双摇跳绳

作为家庭作业布置给学生，可比赛时

竟然还有人不会跳，创造出一分钟跳0

个的成绩。太令人无语了。”

“为什么你班的学生可以在一分

钟内跳110多个双摇？”

“总算搞明白我班的男子跳绳小

组赛为什么水平不佳，成绩连别的班

一半都不如——甩绳的学生一只手竟

然一直拿着水杯。”

……

学校趣味运动会刚落下帷幕，办

公室里满是叹声和苦笑，同事非常羡

慕我班取得的体育成绩，教室墙上张

贴着“趣味运动会第一名”“亲子跳绳

第一名”“广播操比赛第一名”“8×200

米接力赛第一名”“金秋体育节团体总

分第一名”各种奖状，几乎包揽了去年

学校举办的所有项目的榜首。

细细回味反思，其实得益于千方

百计地探寻良方。

做自己的旁观者
教师们都很重视赛前训练，效果

却大相径庭。特别是广播操比赛，对

合作的要求比较高。认真的学生固

然不错，但每个班总有一些调皮鬼，

贪玩好动，影响全貌，要么队伍排不

整齐，要么动作做不到位。怎么解决

呢？笔者回想起羽毛球教练的指导

方法。

当时，为了指导学生练习好羽毛

球操，我每节体育课都跟在队伍后面，

认真地聆听专业羽毛球教练对学生动

作的评价和指导，认真观察教练的示

范动作，并且与教练一起逐个环节地

指导打磨，对于较弱的学生进行一对

一指导。那次，第一名的荣誉也眷顾

了我们班。

我突然记起，比赛时，教练曾用手

机给各班录了像。我马上联系教练，

找到了前两名班级的比赛视频。品社

课上，我给学生们播放了这两段视频，

我让他们比较差异，畅所欲言：

生1：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今天

看了视频才发现，只要有一人动作没

到位，就会影响到大家。

生2：我发现冠军班的同学动作

非常一致，动作所达到的那个点似乎

都是一样的。第二名的班级其实也

挺好，但在关键的动作上却没有一

致，特别是需要跳跃的时候，有的学

生步子大，有的步子小，这样队伍就

凌乱了。

……

师：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广播操比

赛了，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生1：队伍一定要整齐，弯弯曲曲

的话很难看。

生2：跨步的时候，后面的同学要

参照前面的同学，跨得均匀一点，以免

造成队伍凌乱。

生3：我们一定要时刻观察、调整

自己是否对齐队伍，这样会更整齐

一些。

……

师：这还只是小儿科哩。你们

见过我国的部队检阅吗？一起来看

看吧。

当我把庄严隆重的国庆阅兵视频

播放给学生观看后，学生们受到了更

强烈的震撼，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队

伍整齐的重要性。

在紧随其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每

个学生更加专注认真了。就连几个调

皮鬼也练得一丝不苟。

万万没想到，比赛的日子竟然是

我出差的那一天。在外地的我，忐忑

不安地等待着比赛结果。终于，副班

主任发过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们班的广播操比赛夺冠了。

试想，当学生的动作无法和谐统

一的时候，教师如果一味地批评、训

斥，许多学生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如果一个一个指导过关的话，显然

又太低效。

可见，关键时刻引导学生跳出棋

盘，反观自己，往往能令他们茅塞顿

开、拨云见日。

大家来总结经验
学贵有法，其实任何一项活动都

是讲究方法的。

在迎战集体滚轮胎比赛时，我先

组织学生去体验了一节课，然后抛出

一个问题：“滚轮胎有方法吗？”

学生们畅所欲言，总结了许多方法：

必须用掌根去推，不能用手指或

手掌去拍轮胎；

人应该站在轮胎的后侧方，不能

站在旁边，这样能用上全力，还能控制

方向；

一定要注意控制方向，不能滚偏了；

接近对面队友的时候，不能再用

力推轮胎了，而应该用手掌从上方刹

住轮胎，这样才能缓冲前进的力度，让

队友顺利接到轮胎。

……

有了经验，接下来的训练就是运

用方法练习了。学生们还自告奋勇地

当起了教练，盯着一个个方法不当的

同学，逐个指导过关。并且连队伍怎

样排列，谁当先锋，谁当后卫，哪些人

最后冲刺……全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甚至那几个跑步速度太慢的学生也有

岗位——啦啦队。

比赛如期而至，一声哨响，我们班

的学生一马当先，无论是男生还是女

生，都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夺取

冠军毫无悬念。

天天擂台太刺激
跳绳水平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需要学生坚持不懈地训练。但人对

事物是会产生疲劳感的，每天都布

置跳绳回家作业，每天课间都要进

行跳绳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

对跳绳的热情会不知不觉地下降甚

至消失。

如何激发学生源源不断的训练热

情呢？笔者在黑板上设计了一个跳绳

排行榜。

每天上午，第一节课下课后，1分

钟跳绳比赛就开始了，分组开展推选

出擂主，将其大名和成绩写在排行榜

上，鼓励其他学生向擂主挑战。

为了登上这个排行榜，学生们总

是热情不减。当新的擂主出现时，更

刺激了大家奋起直追的欲望……

学分制管理也是一个小小招数，

同桌或朋友互相监督，每节课完成教

师布置的任务，就可以到体育委员那

里登记1个学分，累积到20学分，获得

表扬信一张；集满10张表扬信，积分换

好礼，一般是学习用品、一个愿望、免

做一次作业等。

学生们练得不亦乐乎，带来的是

我们一次次的成功和惊喜，活动中讲

究点艺术和方法，必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看了别说出去：怎样霸榜团体比赛？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杨 宁

自从接手四（3）班以来，一直为班

级行为常规的实行劳心劳力。苦口婆

心了一个学期，班级在往好的方向发

展。但我不在的时间段，任课教师经

常反映纪律不佳。

因为班主任这一角色，让我对任

课教师的投诉陷入两难：不闻不问固

然不行，但一有状况就冲入教室，帮着

任课教师管理，显然会降低他们的威

信。这一个学期，我就始终是一个“救

火队员”的角色，任课教师随叫随到，

和调皮学生单人拔河，他们陷入敌对

困境，让我身心疲惫。

为什么班主任在与不在，班级表

现会截然不同？每个学生都是班级的

小主人，我为什么不“拉拢”班里的学

生，请他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本周一连两天再遭任课教师投诉

之后，我决定将周五班队课主题定为

“杨老师的烦恼”。

课上，我满脸愁容，声音低沉，向

学生们表达我着急、失望的心情，请

学生们猜一猜，杨老师到底为什么而

烦恼。

学生们放下戒心，纷纷发言：

“有些同学行为常规不好？”

“调皮的同学在课堂上破坏纪律？”

“作业正确率太低？”

“语文阅读理解力薄弱、测试成绩

不理想？”

……

可见，学生们对班级情况了如指掌。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我一一肯定，

并把这些猜测归纳为“杨老师的两大

烦恼”——“调皮学生”和“学习成

绩”。然后我顺水推舟，让大家先帮我

解决“调皮学生”这个烦恼。

学生们低头托腮，作沉思状。

我看看没有什么进展，话锋一

转：“我们不急着想办法，先请调皮的

同学谈谈在课堂上总想破坏纪律的

原因。”便十分诚心地邀请三位调皮

学生说说。

等待片刻后，三个学生都开口了，

有说任课教师要求不严格，有说自身

对课堂学习不重视，有说难以控制自

己的行为。

我及时地认同，对他们的“苦衷”

表示理解。接着，应对思想上的误区，

借同龄人之口来谈应该更有说服力。

果然，其他学生分析得头头是道：

如认为音体美虽然课时比语数英科

少，但能培养我们多方面的能力；如任

课教师虽然要求不那么严格，但我们

要抱着“为自己而学”的态度去学；甚

至有学生谈到，任课教师教学的班级

多，更应该让任课教师在众多班级中

喜欢我们班级。

三个调皮鬼被教育得满脸通红。

针对“难以控制自己行为”的问

题，学生们更是献计献策，点子多

多。有提醒法：把提醒自己的话写在

纸条上，张贴在醒目处。有毅力法：

当内心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想法时，

要凭着意志力让积极想法战胜。有

奖励法：当表现有进步时，教师要及

时向家长报喜，家长则及时奖励。

有转移法：在课堂上，当你打算做一

些不该做的事情时，要转移自己的

注意力……

我请三位学生谈谈听取大家建议

后的感受。他们都表示愿意试一试，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最后，我建

议其他学生一定要多督促、提醒他们，

大家一起努力，让整个班级取得进步。

教师和调皮学生较劲，不但会

激化矛盾，而且让双方情绪都低落

到极点。而营造班级民主平等的氛

围，师生共同查找问题根源，协商解

决办法，不仅让调皮学生感受到集

体温暖，也能够联合集体力量促进

班级发展。

告
诉
他
：
我
不
喜
欢
你
这
样

有没有一揽子解决调皮鬼的办法？

□杭州市长青小学 吴素娟

班里有特殊的学生并不奇怪，

有家长很难缠也可以理解，那天却

遇到了一位特殊家长……

清晨六点半，早起的我正准备

洗漱。手机铃声响起，一条短信映

入眼帘：“老师，我替靓靓请假一

天。她昨晚拉肚子，拉了一晚上，

大概是吃错了什么东西，今天还是

不舒服（全文没有标点，是我自行断

开的）。”

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对方

回复：“谢谢（附带表情）。”

我即刻回复：“如果孩子能恢复

一些，下午也可以来学校。”

中午，我打电话想询问学生的

情况。靓妈手机不通，我随即拨

通了靓爸的手机：“孩子今天怎么

样了？”

“老师，不瞒你说，孩子哪里有

不舒服，是她妈妈睡过头了！”

“啊？那你马上把孩子送过来。”

我一想，不对呀，靓妈六点半就

给我发短信了，怎么是睡过头了？

十多分钟后，靓靓到了学校，脸

上有泪痕。

我再次致电靓爸，问清原委。

原来靓妈是全职妈妈，觉得每天要

早起送孩子上学太辛苦，今天想睡

个舒坦觉，所以向我请假。

我要求放学后父母两人一起来

接孩子，顺便谈一谈。谁知，靓爸马

上拒绝，说只要靓妈来就可以了，并

说出了自己的难处，靓爸是外地入

赘女婿，在家毫无地位。

我又联系上了靓妈，告诉她，女

儿已经来上课了，希望放学后能和

她谈谈。过了几分钟，QQ上亮出她

的一段话：“我不会讲话，在QQ上和

你聊天吧（仍旧没有标点）。”

我只当没看见。约定时间到

了，我去校门口见她。

一身清爽的T恤配牛仔裤，瘦削

的脸，稍稍佝偻的背，这就是那位只

有小学文化水平、心智发育与孩子

差不多的家长。我总算知道了，为

什么靓靓的学习总是那么吃力了。

我亲切地招呼她，带她到了安

静的办公室，请她坐下。开口便夸

奖她年轻。她似乎有点儿开心，刚

才紧紧绷着的脸绽开了一点笑容。

我接着夸靓靓越来越出落得漂

亮了，皮肤真好。听到我夸奖女儿，

她笑得更甜了，突然说：“老师，我错

了，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一阵窃喜，忍住笑：“以后啊，

千万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这对孩子

很不好的。”

女儿是她最宝贝的，她鸡啄米

般地点头。我再告诉她，一定要让

女儿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以后她

就是全家最厉害的人。

她连声表示同意。看来，我触

到了她心底里最柔软之处。

她还告诉我，为了让女儿提高

学习成绩，她打算给女儿请家教。

她开心地去接靓靓放学了。一

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我 想 ，假 如 我 没 有 坚 持 在 电

话里把情况问清楚，今天靓靓就

不 会 来 学 校 ，学 业 就 会 渐 渐 耽

误。遇到特殊的家长，或者家长

的特殊，一定要好好说话，以他们

能够接受的方式寻求家校之间的

配合。

“神家长”不常有，注意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