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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巧玲

曾有一位班主任跟笔者讲过这样一件

事：毕业聚餐时，有个女生偷偷告诉她，曾和

班里同学谈过恋爱，不小心怀孕了，有一天

向老师请了假去医院看病（其实是堕胎）。

因为怕被老师和家长知道，女孩第二天就到

学校上课了。这位班主任听了震惊又痛心，

觉得自己的班主任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对学

生了解不够而留下了遗憾。

暑假即将来临，中学男女生单独交往的

时间也多了。来自医院的数据显示，每当假

期结束，到医院堕胎的中学女生人数就会有

比较多的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学女生

进行有效的青春期教育非常必要。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许

多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已注意到中学生的情

感问题越来越突出，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进行干预。有些教师做得比较好，但也有些

班主任在工作中存在一些误区，归纳一下大

致有以下几种现象：

1.能推则推：认为这是家长的事情，常把

学生家长叫到学校，让家长把学生领回家去

教育反省。

2.选择性“失明、失聪”：眼不见心不烦，

只要学生在公众场合没做出格的事干脆就

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有些班级出现了谈恋

爱成风的现象。

3.棒打“鸳鸯”，想尽各种方法拆散：调整

学生座位，让他们离得远点或干脆将其中一

位调到不同班级；在班里安插小侦探，随时

掌握学生动向。

4.让有苗头的学生坐在一起，美其名曰

“互相帮助”：有些教师认为谈恋爱可能也是

好事，两位学生的成绩会在互相影响中一起

提高。但众多事实表明，这样的想法往往是

教师的一厢情愿。

针对以上这些误区，教师该如何应对呢？

1.及时更新教育观念。教师特别是班主

任应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据笔者了解学

生中谈恋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

觉得自己长大了，对异性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部分学生的比例其实比较少）；二是为了

面子和攀比，看其他同学有了男女朋友，也仿效跟风找朋友；

三是为了找个伴，这种现象比较多地出现在单亲家庭或者家

庭虽然健全但父母陪伴较少的学生身上。只有搞清楚学生

恋爱的原因，教育工作才能有的放矢。

2.通过培训提高教师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浙江省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C证培训的普及，已经可以让教师在处理

学生问题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如不会把中学生谈恋爱视为

洪水猛兽，更不会把学生的恋情公布于众。

3.加强家校合作。我们永远不能高估学校教育的功能

而低估家庭教育的作用。每个问题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问

题家庭或至少有一个问题父亲或母亲。而要家校合力，合

作方式可以多样化，有教育互动平台、短信、QQ、邮件、微信

等，能帮助我们建立和谐的家校联系。但是要合理利用，不

要让这些成为教师向家长告状的手段，从而推远家校关系

和师生关系；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家校共同帮助学生

成长。

4.教会学生自我保护。恋爱中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对女

生的伤害相对而言更大些。在实际工作中，班主任最好用故

事法或案例法，让学生在故事中自悟，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或采用小品表演、辩论的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懂得如何把

握情感及正确处理情感的方法。

比如在帮助女生如何与男生单独相处时，教师可以给出

《放学后》这样的案例：

两位学生在校健美操队集训，集训结束后，男生请女生

去家里看电影。然后让学生进行讨论：假如是你，你会怎么

做？去还是不去？请说明理由。

在学生回答了“去”“不去”及阐明理由后，教师可以让案

例继续：

这位女生怕不接受会伤了男生的面子，又的确对男生有

好感，于是就一起去了。在一些电影场景/片段的刺激下，这

位女生觉得男生越看越像男主角，就开始想入非非了。

接着，教师再问：如果是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

理？鼓励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

最后，经过师生共同讨论后得出这样一些认识：与男生

交往最好是在大集体中，在公共场合；要学会表达，学会拒

绝，委婉的拒绝不会影响真正的友情；找个同学一起去……

这些认识对女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后一旦遇上了

类似问题，女生很可能知道如何应对。

总之，高中女生的青春期是非常美好的花季，同时也被

称为“雨季”。因为她们会遇到很多困惑，尤其是情感问

题，学会了如何处理问题将会对其一生产生积极的影

响。这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更需要教师的教育智慧。教

师应该因势利导，与学生共同探讨，达成对情感问题的共

识：教会学生学会接纳和欣赏自己；学会分辨友情和爱情，

要把握好分寸；要懂得拒绝，同时又不伤害彼此的感情；用

书籍充实自己，培养高雅的

情趣；要警惕网络世界中的

交友陷阱；学会抵挡金钱或

其他物质诱惑等。这些，都

只有师生达成共识，才能入

脑入心，真正成为女生的行

动指南。

（本文作者系衢州一中心
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负责人）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一
李碧云是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

学一张亮闪闪的名片。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青年教师

阅读教学现场观摩活动一等奖、全

国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

面对学生时巧笑嫣然，碰到教科研

难题眼神“凌厉”，帅气短发妆容精

致的李碧云时常会想起自己教师生

涯的起点。

19年前，大学毕业进入江五小

学的李碧云上的第一节课，是“党员

牵团员手”课。那天，老教师带着她，

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一位退休教师

家中拜访。93岁的老太太，依然那

么优雅、从容和淡定。而老人的讲述

中令李碧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

“以前的江五小学是没有铃声的，校

园内静悄悄，孩子们看着老师手绢挥

挥，便各自撒欢了”。

此后，与这所有着百年文化的学

校越亲密接触，李碧云越发珍惜自己

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地追求精致和

卓越的它，依然散发着浓浓的老上海

的味道。”从新手教师到长宁区学科

带头人，成长期的13年间，李碧云身

边始终有“老师”在陪伴，经历着从

“师徒带教”“导师带教”到“名师带

教”的整个过程。

“在这里，教师首先是一名学生。”

“我努力地学着复制江五的优秀

基因，希望有一天能为优化它奉献一

点自己的力量。”

……

如今的李碧云，已是上海市名师

基地培养对象。

二
2010年，原长宁区教育学院附

属小学整体并入江苏路第五小学，成

为该校华阳校区；2014年，长宁校区

投入使用。江五小学由“一校一址”

壮大成了“一校三址”。

有人欢喜，有人愁。

当年，长宁区教育学院附属小

学200余名地段生，为追逐远方的

“名校”只有约20名登记入学。挂

牌成为江五小学华阳校区后，该怎

么办？

校长孟水莲使出第一招，让骨干

教师流动起来。

然而，有人不待见，也有人不稀

罕。“昭化校区（老校区）的骨干教师

认为流动就是‘流放’，而华阳校区的

教师并不稀罕流动到昭化校区，觉得

低人一等。”华阳校区执行副校长王

晓芳认为，不管哪个校区，当时教师

们的状态都处于文化上的集体迷失。

李碧云和王晓芳，两位昭化校区

的上海市名师基地成员，带头申请

流动。

“李老师讲的‘阅读与写作’可有

意思啦！”当昭化校区五（6）班的依依

对妹妹这样说的时候，在长宁校区就

读的妹妹黛黛回道：“有啥稀奇，我也

上过李老师的课！”姐妹俩不同校区、

不同年级，却都能享受到同一位“流

动的名师”——李碧云的课堂风采。

而2010年到2013年，李碧云曾流动

到华阳校区任教3年整。

“最夸张的是我，曾经3年走了3

个校区。”对教师的跨校区流动，江五

小学有着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培养机

制。施瑞菁就在这样的流动中快速

成长起来，如今已成为长宁校区的执

行副校长。

与此同时，新加入的新校区中，

那些肯钻研、能力出色的青年教师逐

渐被安排到昭化校区任教，感受江五

小学“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华阳校

区文笔出色的青年教师沈张军进入

昭化校区后，很快成为李碧云“名师

带教”的学员。“如今他已是市级课题

的领衔人，对学校的教科研贡献很

大。”李碧云欣慰道。

每学年结束时，骨干教师流动机

制准时启动。而流动，已变成一种肯

定，变成教师们积极申请的好事儿。

三
“评课时毫不客气，直接说意见，

常常一针见血，这成为我专业成长强

有力的助推器。”一路被师傅们引领、

挑刺着的李碧玉们逐渐成为江五小

学共享文化的分享者，只是她们基因

复制的范围，从1个校区变成了3个

校区。

“我们把所有学科组和年级组都

打通，3校区一起开展教研、出试卷、

流水阅卷，共同的评价标准让我们融

合更深入。”孟水莲的第二招——复

制相同的文化基因。

教师幸福课程由此产生。美育、

书画鉴赏、精油文化、金融知识普及、

茶文化传播……包括人文素养、教师

礼仪、保健养生、运动健身四大类的

41门教师幸福课程，不断扩大着教

师们的素养半径，多样化的延展性学

习也让他们的课堂设计越来越贴近

生活。

师资通了，文化通了，课程、评价

也得统一。昭化校区的科技课程比

较出彩，而华阳校区的音乐、美术等

学科师资精良，课程统一后，江五小

学的课程体系实现了差异化互补，如

今学校每个学科都有市级、区级学科

带头人。“在三个校区，学校的教学理

念完成‘DNA复制’，每一个校区的

学生都能得到同样优质的教育。”孟

水莲说。

学生共享，是孟水莲的第三招。

华阳校区的烘焙专用教室很受欢迎、

长宁路校区的操场宽敞漂亮、昭化校

区有美丽的紫藤长廊……学生走校

共享。

数学教师王晓芳的“数学有意

思”，英语教师周奕倩的“看电影学英

语”，语文教师李碧云的“阅读和写

作”，还有“默默老师说历史”“菜园子

直播课程”等17门周末慕课课程……

学生网络共享。

今年50岁的数学教师章丽昊十

多年前“半道”进入江五小学，两年前

流入该校长宁校区，成为该校区的数

学课程设计者。“和其他校区一样，长

宁校区也没有铃声，只是，我们校区

到处挂有各种形态的钟面。”因而，一

年级学生一入校，就要学习认识时

间，学会自己把控时间，自主适应，自

我成长。

“我们的孩子从小便每天思索着

3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时候？要做些

什么？该怎样去做？”孟水莲介绍，江

五小学从一年级就开始走班、小班化

并配备校园发展导师、取消上下课铃

声、大量引入学科统整性的综合课程

（绘本、戏剧等）……而静悄悄的文化

基因，“是为了让学习成为孩子自己

的事儿”。

□蔡凌燕

场景一：校园内，人声鼎沸，过

关闯关，游园式的考核、争笑脸的

评价……

场景二：教学处组织优秀教师

命题，严密安排考场、严格维持考

场纪律，学生静悄悄地坐在教室耐

心答题，教室里只有“沙沙沙”的写

字声……

每到期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

场景会在不同的学校呈现，这也是

目前为止各校最为常见的考试形

式。一曰“游考”，二曰“纸考”，反映

的是教育者（或者说学校管理者）完

全不同的教育理念。那么，问题来

了，究竟孰是孰非，孰好孰坏？为什

么两者会同时在不同的校园里以两

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傲娇”地存在？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在这两种

考试表现形式下的不同本质（主要

以低段语文、数学为例）：

游考：一般为面谈。语文学科

以听、说、读、写以及课外阅读积累

为考核依据，通过类似于“认字最准

确”“书写最规范”“朗读小能手”“表

达最完整”“记忆大考验”“汉字拼拼

乐”等环节，检测学生一学期的语文

学习成果。数学学科从数与代数、

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实践与综

合运用这四大领域入手，将学生一

学期的学习内容创设成“数学金钥

匙”“时间小管家”“方位小专家”“立

体小魔法”等形式，让学生们快乐地

参与其中。闯关时，学生一般可以

自主抽签选择游戏项目，教师根据

学生的表现进行现场评价。

纸考：虽然是传统的测试形式，

但新课程实施以来，教育人已经能

从指导思想、课程目标、课堂效果、

实践活动等各个层面来设计习题。

如低段语文，着重考察学生运用语

言文字能力为核心的语文素养水

平，能以听、说、读、写以及课外阅读

积累为依据设计命题。数学则以已

经掌握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已具备的

技能，通过口答、计算、讨论等多种

方式完成课堂学习和测试。

由此可见，两者最大的区别体

现在考试形式上，但是不是考试内

容没有差异呢？答案是否定的。进

一步分析：因为两者形式的各自局

限，游考的测试内容会更倾向于实

践性、易操作的知识网点，如语文考

试有了朗读，数学考试有了生活。

而纸考的测试内容由于少了游考的

灵活性、现场感，更倾向于知识技能

方面的考察。在评价方式上，两者

又各自单一，游考的主要评价者是

现场教师，耗时又耗力；而纸考则更

关注最终学习结果，较难体现“过程

性”。显然，两者各有弊益。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何不从

弥补游考、纸考的各自不足来重

新审视游考和纸考，让两者不再

以非此即彼的对立形式存在，而

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可在纸

考的基础上加入游考，让游考以活

动的形式存在，作为对学生课内知

识的一个课外补充，而不是作为期

末考试的全部。笔者建议，游考可

以在期末前几周内进行，类似于一

个学科性质的趣味活动，单独设奖；

或作为纸考的某一个补充项目，在

期末成绩中各自占一定比分，而纸

考依旧存在。当然，应在纸考习题

设计中适当减少游考中已出现过的

操作题。

而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活动组织

者，这样的形式会对工作量安排提

出较大考验，需要更多的智慧做到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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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弈
类
社
团
…
…
来
自
该
校
和
宁
波
中
学
、宁
波

市
第
三
中
学
等
十
三
所
高
中
的
两
千
多
名
学
生
，一
起
展
示
了
四
十
个
精
彩
的

社
团
活
动
。
图
为
汉
服
社
联
手
文
学
社
，开
展
猜
字
谜
对
上
飞
花
令
游
戏
，用

创
新
形
式
发
现
﹃
国
粹
之
美
﹄
。

（
本
报
通
讯
员

伊

万

潘
维
玲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