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五小学
金霞君

我正整理作业本，触碰到下一
本时，心一惊——这本作业本惨遭

“腰斩”，被人从中间硬生生撕开

了。而且从扉页开始，每一页都被

画得面目全非。

“金老师，是小聪撕的。”课代表说。

我一转脸，目光落在正若无其

事嬉戏的小聪身上。我抑制不住升

腾的怒火，把他叫过来，手执如废纸

般的作业本，声嘶力竭地责问。

他低下了头，我深深地吸了

一口气：“小聪，你为什么要撕作

业本？”

“没有为什么，只是觉得好玩。”

他低声道，脸上竟没有一丝悔意。

我只听到自己的叹息声。

回想起过往与他的种种交锋，

我可谓是百般用计，竭智尽力。

第一计：抛砖引玉
二年级时，数学教师兴冲冲地

跟我说，小聪在全校数学思维竞赛

上得了二等奖。我大为惊讶和高

兴，课间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毫不吝

啬地表扬了他。课堂上，我又当着

全班的面大肆表扬。那一天，他的

小背挺得特别直，眼里闪烁着亮晶

晶的光芒。我以为小聪能彻底转变

了，但3天后，数学教师气愤地晃动

着期中测试卷——小聪只考了37

分。因为他前一晚通宵偷玩手机，

在考场上睡着了。

第二计：反客为主
我一直深信，智慧的教师往往

能将教育事故变成教育故事。那

天中午阅读时间，学生们静静地在

阅读，我突然发现小聪把头钻进抽

屉里捣鼓着什么，走过去一看，天

啊，抽屉里竟然爬满了大大小小的

蜗牛。

“小聪卖蜗牛。”

“是的，大小蜗牛搭配卖更便

宜。”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说。

我顿时蒙住了，思索良久，微笑

着说：“小聪捉蜗牛卖，真的很有经

济头脑，老师相信他一定能成为董

事长。但董事长必须懂管理，懂生

产，懂销售……所以，现在要学好知

识才行。”

课间，他面红耳赤地从口袋里

摸出钱来还给同学，还和同学一起

将蜗牛放生。

我欣慰地笑了。可过不了两

天，又听闻小聪把蜗牛放进同桌的

衣领，唉……

第三计：欲擒故纵
要不然来点冷处理？早自修

时，我照常抽背古诗，轮到他背时，

我直接将他跳过。

他诧异地朝我看了一眼，低下

头默不作声。

我心中暗喜，此招有效。课堂

上，我无视他高举的手，他有所觉

察。到第二节课，他索性不举手

了，但看到他脸上有些许落寞。我

窃喜——总算见效了。

适可而止吧。第三天，我问他：

“如果老师不理你，你是不是心里很

不舒服？”

没想到他毫不妥协：“我没觉

得，你不叫我，我也懒得举手。”

往事历历在目，今天看着被“腰

斩”的作业本，一种强烈的委屈和挫

败感将我深深地包围。我真想用第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明计：敲山震虎
我把聪妈叫来了。听完我的诉

说，聪妈立刻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

地斥责：“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每

天都在跟你说，不要给我惹麻烦，不

要打架。你的耳朵呢？啊，金老师，

小聪这小东西，就是不听话，你说怎

么办？我是每天打一顿的。”

每天打一顿？这让我诧异不

已，或许症结就在于此。

我拉开母子俩，蹲在小聪面前，

替他擦干眼泪。我讲述他母亲工作

的辛苦，每天坐3小时公交车上班，

疲惫地回家又要忙着烧饭洗衣……

终于，小聪扑在母亲怀里放声

痛哭，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我会

听话的，我会听话的……”

暗计：还施彼身
我拿过他的生字抄写本，叫来

一个同学，当着他的面假装撕本子。

“小聪，你的本子被别人这样撕

了，你会心痛吗？”

“我会心痛的。”他低声嘟哝着。

“是的，换了谁都不会喜欢。

我想，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首

先你应该向那位同学道歉，然后买

一本新的作业本还给他。你说可

以吗？”

放学后，我给他妈妈发微信：

“小聪妈妈，我向你汇报孩子的情

况，并不是希望你打孩子。今后，我

会避免在气头上找你，尽量先把事

情解决好再告诉你。让我们携起手

来，想办法帮助孩子，不要伤害他，

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第二天，小聪交上了作业，还有

聪妈写给我的一张纸条，说孩子昨

天写作业到晚上十点半，没有一点

怨言，从来没见孩子这样。

计外计：步步为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学

生出现问题是如此，转变一个学生

亦是如此。当看到小聪的周末作业

又乱七八糟时，我耐心地在放学后

陪他重做了一回；在他为牛奶纸盒

回收忙前忙后时，我让他担任“回收

子公司经理”；我嘱咐老师们多关心

留意这名学生……

曾经，我确信所有的种子都会

发芽，但我一度对此产生了怀疑，我

觉得小聪就是千年古莲，别奢谈生

根、发芽、抽枝了。如今，我发现我

错了，众人只知道“静等花开”，却疏

忽了“用心养育”。这样的特殊种子

在我的从教生涯中一定还会遇到，

所以很有必要总结一下这个案例带

给我的启示：

一、认识学生行为背后的情感

需求。学生的行为是漂浮在大海中

的冰山，我们只能看到浮在上面的

一部分，要透过行为看到隐藏在海

平面下的更大的冰块。这隐藏的冰

块就是学生的心理。我们要走进学

生的内心，看到他的没有界限感，或

许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引领；他总

想引人注目，或许是因为缺乏关注；

对暴力习以为常，或许是因为经常

被打骂……于是，我们知道，他的捣

蛋是想获得一份关爱。

二、相信学生自我成长的现实

需要。一个学生就是一颗种子，无

论怎样的学生，内心总有一个柔软

的角落，总有一份向上的力量。不

管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遇到多少挫

折，都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要相信，

眼前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学生都有

被尊重的需要，一定也想更好地成

长。这是我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的强大动力。

三、帮助学生构建成长的和谐

环境。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他

的亲密伙伴对他既有宽容又有督

促；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与家长

深度交流，使其摒弃错误的育儿方

式；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所有教

师齐心协力，共同教育；科学合理

地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为教育做

好保障。

四、多元评价学生成长的各种

表现。与学生建立契约关系，不断

强化固化正确的行为；平时捕捉各

类信息，全面评价学生的日常表现，

及时进行肯定与鼓励；加强教师间

的沟通，发掘问题根源，做到“对症

下药”。

在教育路上，我们要冷静管理

好自己的情绪，在儿童心理学指引

下，科学合理地解决学生的问题，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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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上虞区春晖中学
孟方明

燕燕和杨阳是学校长跑队员，
两人外形出众，出入成双。体训生

在一起，难免有肢体接触，如相互压

腿、按摩、整理服装等，两人的关系

自然比一般同学好，在别人眼中俨

然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一开始，

他们不以为然，但说的人多了，他们

也就习惯成自然，有时还故意摆几

个暧昧的姿势。

面对越来越多的议论，我也的

确观察到两人关系的“超同学化”，

如果听任他们这样发展下去，恐怕

真的会日久生情。所幸他们的关系

远没有达到情侣那样的程度，无非

是体训时在一起的时间多点。我觉

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

人产生误会，让他们两人产生一种

既成事实的错觉，否则别人的议论

不仅不会削弱势头，还会无意中起

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必须改变这件事情，切断外

在推动因素，从源头上消除病灶，让

两位当事人悬崖勒马。

我没有专门就此事找他俩谈

话，而是找他们的教练了解情况，教

练对两人关系的定位是“哥们”，并

表示今后会经常提醒他俩，也希望

我做做其他学生的工作，不要瞎起

哄，以免两人假戏真做。

校运动会如期到来，两人无论在

组织报名、接力赛布阵，还是个人项

目参战方面均取得了绝对成功，为班

级获得年段总分第一立下汗马功劳。

运动会结束后，我在班里大大地

表扬了他们，并特别提到作为男女体

育委员，他们工作配合默契值得全班

学生借鉴，我半开玩笑地向学生们提

出希望：今后要更好地配合两位体育

委员的工作，不要误解他俩的关系。

晚自习的时候，我又找两人深

谈：从运动会上的成功，到文化课成

绩的现状，特别提到他俩作为农村

学生来到重点中学读书的艰难，以

及父母对他们的厚望，进一步激发

其责任感。两人一致表示，要好好

学习，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当然，最后我还是笑着询问两

人关系，他们向我保证：绝对是“哥

们”，不会再让同学产生误会。

今天我就是
不想写作文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章秀平

班里曾经有一位男孩，浓眉大眼，大大咧

咧。他第一次走进班级，便大声说：“老师，我

是天才。”

我笑了：“是吗？可是这个班级里天才太

多了。所以即便你是天才，也要好好努力。”

男孩的确天资聪慧，悟性过人，上课如果

认真听讲，几乎没有难题可以挡道。可是，他

的行为习惯让老师和别的同学头疼。比如，

手肘总突破“三八线”，几乎独占整张课桌，理

由是“我就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不然写不好作

业”。上课时，他把鞋子脱下，将光脚丫横在

过道上，引得众人侧目。他说：“鞋子太小，我

不舒服。”

那天有一节现场作文活动课，习作素材

与习作方法都已确定，绝大部分学生在规定

时间里完成了。唯有他始终撇着嘴，皱着眉

头，有时挠挠头，有时抓抓耳，显得烦躁不

已。打开的作文本上，只艰难地落下了两行

字，便再无下文。

我觉得奇怪：“怎么啦？你觉得这篇作文

很难吗？”

“不难。”他看看我，低声回答。

“那是不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头啊？”

“不是。”

“那为什么不动笔啊？”

“我不想写。”

“来学校本来就是来学习的啊，不写怎么

能学会呢？”

“今天我就是不想写。”

这些话听起来蛮不讲理，却被他说得言

之凿凿，振振有词。

接近下课了，学生陆续交了本子，准备放

学回家了。男孩依然坐在座位上，困在这个

死结上了。

“如果你现在真的不想写，可以把作文带

回家写。”

“我妈妈不会答应的。”

“要不，你打个电话和你妈妈说说看。”

他犹豫着，用我的手机给妈妈拨了电话。

“妈妈，你来接我了吗？”

“你作文写好了没？”电话里隐约传来质

问声。

“我还没有，我不想写。”男孩很诚实。

“没有写完，不用给我打电话，我不会来

接你的。”另一头似有火气，电话断了。

男孩一手拍在桌子上，喘着粗气，带着哭

腔：“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每次和我说话都

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她的敌人。”

我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到了。以自我中

心的男孩遇上了倔强的母亲，简直是两只火

药桶，男孩子似乎是母亲的一个小小投影。

男孩抽泣着，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笔在本子

上重重地比画着。

“你今天为什么不想写呢？”

“我昨天已经写了两篇。我都写恶心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写？”

我觉得奇怪：“昨天不是周末吗？作业并

不多啊。”

“昨天上午，我在一个地方写了一篇，下

午又去另一个老师那里又写了一篇。每篇都

有六七百字。我都写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要

写？我就是不想写，就是不想写……”男孩抱

着头，叫喊着。

哦，原来他周末上了两个作文培训

班。“那是有点多了，你为什么不跟你妈妈

说说呢？”

“她不听我的。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

样。我说什么她都不听，总是由她说了算。”

男孩的脸气得皱成一团。

夹在中间的我，一时也觉得为难。

“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就写一封信给妈

妈，把你的理由说清楚，说不定能够让妈妈理

解你的想法。”

男孩看看我，擦擦眼泪：“我有很多话想

对她说的。”二十分钟后，他交给我一篇习作

《妈妈，我想对你说……》。

我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让他的妈

妈读读这篇文章。

昨天我读到一个故事，一个孩子总是分

不清楚左右脚，常常把鞋穿反。妈妈教了很

多次，也没能纠正。奇怪的是，自从孩子的奶

奶来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有一

天，孩子穿鞋时，妈妈偶然察觉鞋底似乎画着

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左右两只鞋组合

在一起，就是一张笑脸。

每一个孩子都不是做好准备来到这人世

间的。安全感是每一个弱小生命的基本需

求。对于孩子而言，父母之爱便是他们的全

部，那种建立在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之上的“自

律”，是令人不安的。家长凭借成年人的优势

占据了无可争辩的话语权，固然能令孩子在

此刻屈服，但在战战兢兢中成长的孩子怎么

会拥有舒展自由的心灵？成年人都应该学学

故事中这位奶奶的智慧，让每个成长中的孩

子，都能遇上“鞋底的笑脸”。

蚊帐钩、军用杯、墨斗盒、粮票、28英寸自行车……一
件件老物件记录着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勾勒出祖国
巨变的历史轮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江
山文溪实验学校以“忆往昔·展未来”为主题，开展“寻找
老物件”“道古说今”等系列活动。活动前各年级师生一
同寻找老物件，并设计制作每件老物件的名片，详细介绍
物品名称、作用、出处等，并指定学生解说员负责详细介
绍老物件的故事。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灵勇 黄嘉伟 摄）

课堂作业本惨遭“腰斩”后

云淡风轻化解早恋迹象

●点评：
面对成长过程中不小心走上“歪路”的学生，往常那些引导、批评，或是惩戒、赏识都不是很有效。

金老师的这则案例启发我们，对于特殊的学生，教师不能只是被动地“静等

花开”，却疏忽了“用心养育”。在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在学生能力还不够的

时候，教师不可袖手旁观，而要走近学生，走进他们的内心，在全面分析学

生的个性、兴趣、家庭等因素后，综合应用“人情+策略”的教育方法，给予学

生帮助和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走上“正途”。要相信即使是一颗古莲的种

子，教师如果能营造适当的温度和环境，在一池碧波荡漾的滋润下，还是会

开出灿烂的花。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