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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中学 张忠森

每个学生都想拥有一个理想的座位，或是能与关系

好的同学在一起，或是希望离讲台近一些，对学习有

利。但无论你如何安排，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常用策略是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兼顾学生学科成绩

及性格特征，再稍微照顾一下视力或听力较弱的学生，

基本上就算好了。

可是，班里有一位小Z，她脚受过伤，行动很不方

便。她还有高度近视兼重度散光，家长还拿出她的“残

疾证”给我看。这样的特殊生，对座位要求特别高，不能

太前也不能太后，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

排座位应该对每个学生都是公平的，哪怕是成绩

最糟糕的学生也有权利。我该怎么去实现这一公平呢？

想当然排座位
如果没有这位特殊的学生，就会简单许多，我班规

定，每两周轮换一次座位。至于小Z，一开始我想得很简

单——把她排在最中间就是啦。

可是过了两周，班里轮换座位，她的座位也自然移

动到边上一排。当天她就来到我办公室申诉，说自己一

点也看不到黑板上的字。

我给她建议，让她去找坐在中间的同学换座位。

我以为学生之间都会帮忙，可事情并没有如我想的

那样——没有人愿意和她换。好不容易才轮到，谁不想

坐在班里最好的位置上呢？而且现在的学生普遍视力

不好，很多都戴着近视眼镜。

如果当时我站在其他学生的立场去思考，就会想着

用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

生。我当时的着眼点是：如果陌生人有困难，也应该伸

出援助之手，何况是自己的同学？

强执行定座位
于是，我想好好教育这班人，在班上把我的想法说

出来，告诉他们，能在同一个班级学习是一种缘分。

一番话说完，学生们一个一个低下头，默不作声。

我以指令强力执行，这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老

师，凭什么我要帮助她？我帮助她，谁来帮我呀？我也是

近视，坐在边上我也看不清楚，你总不能这么偏袒吧。”

我一听就感觉她是公然反对我，我这班主任的威严

受到挑战了。

我怒道：“你有散光吗？你有视力残疾证吗？如果

你也有，我也会‘偏袒’你。再说，同学里有几个不是近

视？你可以配眼镜调节，但她真的是没办法，她是重度

散光加1000度近视。”

学生看到我生气，也没敢再说话了，但也没有同意

换座位。

这样僵持着也不行，我让学生帮小Z把座位搬到中

间的过道上，固定在那里。

家长群闹意见
第二天我去上课，感觉到课堂上的氛围有点不对

劲，我猜是昨天这件事的缘故，但我不去管它，直到把课

上完。原以为过几天就会没事，可没想到，这件事在家

长群里发酵升温了。

我不知道学生们回家是怎么和家长复述事情经过

的，但在家长那里，成了我偏袒小Z，好像我和她有着亲

戚关系似的。

有家长在微信群里直接说：“恳请班主任考虑一下，

不要搞特殊，不要影响其他学生的心情，谢谢。”

群里很多家长也跟着附和：“要公平些，学生学习都

很紧张。”

“我们都很理解老师的难处，不过其他学生的意见

也很重要。”

“希望老师的爱心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

……

解释后获理解
我在群里向这些家长解释了情况，并表达我对每一

位学生都不存在偏袒，只是小Z这位学生情况特殊，我

们不应该放弃她。我刚说完，小Z家长在群里回应了一

段话，并附上残疾证图片：

各位家长，你们好。我女儿幼儿园、小学时就有高

度弱视散光，散光就有600多度，近视1000度，而且每年

都在加深，焦距不能集中，视物模糊一片，没有眼镜面对

面看人都看不清。我每天都要去学校用弱视治疗仪给

她治疗和滴眼药水，每个学期都要定期去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看专家，每学期配眼镜都要花几千元，

眼镜还要到厂里去定做。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跟老师

商量。张老师也是出于我女儿的特殊情况，才关照我女

儿。请求各位家长体谅，谢谢。

经她这一回应，再加上我前面的解释，很多家长也

就没在群里继续质问我，而是纷纷表示理解我工作上的

难处。

开班会寻良策
后来，我把微信群里的事也跟学生们说了，把截屏

内容给学生看了。但是理解归理解，换座位的问题还是

没有解决。长期让小Z坐在过道中间也不是个办法，一

来影响课堂美观，二来她本人会产生自卑心理，同学也

会把她看成异类。

为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召集班委成员，集思广

益。学生们各抒己见，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表达出来

了。有的说，她这样坐着对别人没什么影响；有的说，影

响还是有的，也有同学私底下表示不满，感觉什么都要

让着她。

这时有一个学生的发言点醒了我，何不按小组分区

域循环转动？

我说，这方法很好，既可解决小Z的座位问题，又让

每一位学生都有轮换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讨论如何分

组更合理，最后得出统一意见：按成绩交叉分配。比如

班里有42位学生，先按成绩由高到低分成7组，每组6

人，再重新进行“蛇行分组”，比如将第一组第1名、第二

组第14名、第三组第15名、第四组第28名、第五组第29

名、第六组第42名等7人重新编为第一组，依次类推；并

参考各学科成绩，均匀调配，产生学科互补；最后考虑诸

如性别、性格等要素。

分完组后，班长用一节班团课时间向学生们汇报情

况。我在课上强调，分小组是为更好地督促大家学习，

产生团体内部的良性竞争态势。当然，如果对分组有什

么想法，也可以及时提出来，内部还可以进行微调。

除一两个学生提出要换组之外，其他学生基本上没

什么意见。就这样，开始继续两周一次换位，以小Z的

座位为中心，各组按区域进行循环。

教育无小事，排座位这样的常规工作，对班主任

来讲似乎不算什么大事，可一旦处理不当，也会产生

管理上的问题。回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带给我一些

教育上的思考：一是在管理班级事务时，公平是前提，

如果有特殊情况，一定要与学生坦诚解释，获得理解；

二是要尊重学生，以一种服务心态对待班里的每一位

学生，不能以班主任权威遏制学生的合理想法；三是

要多发挥学生尤其是班委的智慧，一个人的想法毕竟

有限，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当中，会产生更

多更好的想法；四是要多加强家校沟通合作，班级情

况要及时向家长汇报，遇到困难时，多听听家长们的

建议。

让一个学生固定在班级最佳座位上，凭什么？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张 冰

有同事告诉我：“张老师，你们班小朋友在女厕所门

上写字。”我急匆匆地跑去厕所，只见最里面一扇隔间的

门上赫然写着“×××喜欢×××”，歪歪扭扭的大字里

还夹杂着几个拼音。我瞬间傻眼，如此大胆直白、方式

新颖的“表白”，还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啊。

回到班级后，我找到门板上的“×××”了解情况。

小姑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小声地说：“小丽和小美也写

了。”于是，我把他们也叫到办公室。原来，三人结伴去

上厕所，觉得好玩，就一起在门板上写字。我静静地听

她们讲述着事情的始末，发现她们在讲到写些什么内容

时，非常自然，并没有不好意思。

对于一年级学生而言，“喜欢谁”就和“谁是我好朋

友”一样正常。正因如此，他们常常毫不遮掩地表达自

己的感情，如果我们以成人的眼光去看问题，有可能上

升到“会不会早恋”的程度，反而会迫使学生萌生不合时

宜的羞耻感。

思及此，我严肃地问道：“你们觉得在厕所门上写字

对吗？”

三个人默默地摇摇头。

“为什么不对？”

其中一位女生有些不确定地回答：“是因为厕所门

不能用来写字。”

我连忙肯定她的说法，告诉她们厕所门是公物，并请她

们想一想污损公物会有什么后果。三位女生，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有的说“会很难看”，有的说“如果每个人都写，门会

坏掉”……讨论中，她们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基于此，我认真地问道：“那你们该去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去把门擦干净。”三个人大声地回答。随后

她们拿着橡皮和抹布无比坚定地向厕所走去。

并不是班级里每位学生都能真正理解“爱护公物”的意

义，于是我决定以此为契机，将这件事的教育目标定为：帮

助学生建立与公物的关系，即养成爱护公物的行为习惯。

我特意请知错就改的三位女生讲出爱护公物的重

要性。

“除了在厕所门上涂涂画画，还有哪些行为也会破

坏公物呢？”我提出了问题。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有的指出不能在课桌椅

上写字画画，也有人表示开门关门要轻轻地……他们开

始意识到“哪些是公物”，“怎样爱护公物”这个行为习惯

也因此变得更丰富和形象。我趁热打铁宣布，从今天

起，班级“大拇指”要增加一个“爱护公物章”，专门奖励

给爱护公物的小朋友。

大家听了，一个个信心满满。

放学后，我联系三位女生家长。家长们反应都比较

大，有位妈妈着急地问我怎么办。我请他们跟我在班里

的教育目标设定保持一致，不要纠结于“喜欢谁”，而将

关注重点放在孩子爱护公物的行为习惯上。毕竟关系

建立、习惯养成是循序渐进、反反复复的，因此希望能实

现家校联合，给予学生最大的帮助。

写在女厕所门上的“喜欢你”

□杭州市长青小学
张敏姣

一天，班里一个

男生拿了同学社团课

上用的彩虹糖，并分

给两个女生吃。

发现并了解情况

后，我教育该生以后

不能随便拿别人东

西，他也认识到错

了。我在家校联系本

上记录了这件事，收

到了家长的微信留

言，孩子说是在那两

个女生的威胁下，才

去拿糖的。这与白天

确认的情况不符。

第二天，这位男

生的说法也变了，与

昨晚他父母的说法

一致。我又问了那

两个女生，凭我的判

断，威胁的事不可能

发生。大课间结束

后，我找来男生细

问：“平时你犯错误

的时候，爸爸妈妈是

不是特别严厉？”

我的话还没说

完，男生的眼泪就掉

下来了，边哭边说在

家里挨打的情况：用

皮带、衣架，打手、打

屁股，有时候直接打

脸。“爸爸说是叫我长

记性。”

我再次和他确认

昨天的事。

“我看到后面的

袋子里有糖……然后

想吃……就拿了……

然后……我怕她们告老师，就给她

们吃了。”

我约了晚上家访。来到男生

家，他正在读英语，跑过来热情地迎

接我，拥抱我。我和一家三口坐下，

开始交流。

我问清了父母的教育方式，孩

子的确存在挨打的情况。

“孩子犯了错误，你们这样打

他，他肯定不敢说真话。在成长的

过程中，犯错是难免的，反复也是正

常的。”我转向男生，拉着他的手，请

他把昨天的情况再说一遍。

然而，学生看着我说出来的，还

是跟他父母说的那个版本。而且他

说得一点儿也不急促，很自然。

我傻眼了。

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让他再

说了一遍，可结果还是一模一样。

我几乎要崩溃了。

这时，他爸爸说：“你只要说真

话，我们以后肯定不打你。”

“让我想想。”孩子要求。

“想几分钟？”他爸爸问。

“五到十分钟。”说完，男生进房

间去了。

差不多五分钟后，男生出来了，

仍旧坐到我身边，搓着双手说：“没

人叫我去拿。昨天是我自己看见彩

虹糖，想吃，然后就拿了。我吃的时

候，她们看见了。我怕她们告老师，

就分给她们吃。”

我太高兴了。

他爸爸对我说：“孩子能说出

真话，我很高兴，但我对自己的教

育方式感到悲哀。”他转过头，对儿

子说：“这次当着老师的面，爸爸保

证下次不打你。你要说真话，我们

一起改。”

有学生犯了迷糊，知错就改，本

来很简单的事情。不想，竟然引出

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

整个事件中，我通过家访，架起

了家校之间的桥梁，和家长联手，两

次给足学生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理

解，去思考，然后作出选择。第一次

是在学校，学生感受到教师的真心，

有了安全感，敞开心扉哭诉，讲出了

不敢说真话的原因。第二次是在学

生家里，这五分钟的思考时间，对大

家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这五分钟，事情的结果

会是怎样的。

可喜的是，学生最终说出了真

话，这是基于对教师和家长的信赖。

□海宁市南苑中学 李如琴

初一的学生还总是很淘气。周五晨读课刚结束，小

顾就冲进来，一脸的怒气和委屈：“老师，小韩昨天用水

喷我，今天他又喷我，我的衣服、头发都湿了。”

我正欲询问事情的原委，随着一声“报告”，小韩也

进来了：“老师，他也喷我的。看，这都是他喷的。”确实，

他胸口全湿了，半边脸也湿着。

两人相互指责，情绪激动，怎么办呢？严厉训斥一

番，各打五十大板？这固然可以让他俩立马安静下来，

但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

此时，第一节课马上要开始了，我也要上课去了，两

个学生依然争论不休。我想，他们既然互不相让，就让

他们在这里吧。

我在班里上课。约过了十五分钟，却听见他俩争

执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我找个空走出去瞧瞧，看见他

们泪流满面，还在互不相让。我觉得火候到了，平静地

对他们说：“说话声轻一点，隔壁有同学在上课。既然

事情已经发生了，停留在对过去行为的指责是不能解

决问题的。不过你们可以想想看，对方的指责有没有

道理。”

当我下课回到办公室时，看见两人平静了很多。我

心里一喜，故作惊讶：“怎样？解决了没？”

小韩先开口：“老师，我错了，我不该用水喷他。”

我趁势反问：“喷水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喷水浪费了水资源，弄湿了他，弄湿了教室，

还弄湿了其他同学。我错了，我要向他们道歉。”

小顾也主动说：“老师，我也有错，他喷我水固然不

对，但我不应该也向他喷水。”

说着，双方相互道了歉。

看到两个学生终于真心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我

感到欣慰。喷水风波虽然平息了，我对他们说：“你们

看，因为你们的贪玩，第一节英语课都没有上，课堂内容

落下了，怎么办呢？”

两人一起走到英语教师面前，向她说明了原委，并

询问课堂内容。英语教师给他们补了课，补完课我又叫

住他们：“因为你们，老师放弃了休息时间给你们补课，

你们觉得应不应该啊？”

两个学生满脸愧色，再次走到英语教师面前，对他

深深鞠了一躬：“老师，谢谢您。”

我舒心地笑了。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指

责，更不能一棍子打死。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真正的教

育是自我教育。”如此解决意外事件，虽然费了一番周

折，但也许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已经种下了自我批评和

感恩的种子。

以同样的方式回敬？那么你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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