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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华东

绍兴市上虞华维文澜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科学学科带头人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李燕杰

跟往常一样，我正在办公室
批改作业，突然响起了“滴滴”

声，电脑桌面右下角的企鹅头像

跳动了起来。我点开QQ一看，

是小Y妈妈发来的消息：“李老

师，昨天晚上孩子又不听我的

话，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玩 iPad，

饭都没好好吃。我做的都是他

喜欢吃的菜。我都对他这样了，

他还想怎样？”

小 Y 妈妈类似的抱怨不止

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几天前的一

个晚上，她给我打过电话：“小孩

一到家就躺在沙发上，我让他赶

紧写作业，他马上就向我发脾

气。做的他最喜欢的菜，他也没

好好吃。”

每次我都劝小Y妈妈要跟孩

子多沟通多交流，没过几天又是

类似的情景出现。

而且，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

在小Y一家，班上还有许多学生

的亲子关系也是如此。家长们

觉得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提供了

很多，而且他们觉得了解孩子，

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玩什么，

尽可能地去满足他们，但孩子们

很多时候却不领情。

“你是我生的，我还不了解

你么？”家长经常对孩子这样

说。但孩子在家中表现得像陌

生人一样，跟家长无法沟通，甚

至一句话也不说。

我该怎样让这些家长走进

孩子的内心世界，又该怎样使学

生体谅父母、理解父母呢？

心有一扇虚掩着的门
我和往常一样在QQ上回复

了小Y妈妈，也只不过是一些建

议多沟通多交流的话。但我的

大脑飞快运转，想着该如何趁着

即将到来的家长会好好解决这

个问题。

我喊来了一些学生，想要了

解一下他们的内心想法。其中

小 C 的一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

刻，他说：“我也想和爸爸妈妈好

好地说话，就是感觉没什么好说

的，互相之间对话的起点除了学

习还是学习。”

其实，每一个学生都非常希

望跟爸爸妈妈好好地沟通，但往

往两代人存在代沟，缺少一些共

同的话题，而且缺少互相沟通的

契机，这个契机首先不能与学习

有关，否则家长会控制不住地开

始唠叨，于是双方就会和往常一

样陷入争执的泥潭。

我想，学生们的内心世界都

是希望大人们走进来的，那里有

一扇虚掩着的门，大人们可以从

缝隙中看到并了解孩子的喜好，

却很少打开这扇门一探究竟。

我何不借这次家长会，给家

长和学生们创造一个轻松愉快

的话题，让他们的家庭氛围更加

融洽呢？当天放学前，我到班里

布置了一项任务。

“同学们，今天晚上要举行

家长会，有没有告诉爸爸妈妈你

的座位在哪呀？”

可能是刚进行了一天的运

动会，学生们有些累了，没几个

人有反应。我听到有学生小声

说：“反正不是会放桌签的么？”

“这一次老师不会再准备桌

签了。”

下面学生的声音多起来了，

纷纷说，要回去跟爸爸或妈妈说

一下，我坐在哪，不然他们找不

到我的座位了。

我看学生们有些着急，接着

说道：“你们可以挑一样东西放

在你的桌子上，但是这样东西上

不能有你的名字。”

平静的教室瞬间热闹起来

了——这个让爸爸妈妈找座位

的方式还真新奇。

我没有打断学生们的讨论，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发现有这

么两类学生：第一类是担心自己

的爸爸妈妈认不出来，想要找一

些最具代表性的东西留给父母；

第二类是想要出难题考考爸爸

妈妈的，看看家长到底了不了

解自己。

最后布置教室时，我看到有

的学生放了AJ 球鞋，有的放了

四驱车模型，有的放了钥匙扣上

挂的小猪玩偶……我想这些应

该是担心爸爸妈妈找不到自己

座位的；我还看到了有的学生放

了一支笔、一个修正带、一包餐

巾纸等，我想这些应该是有意考

验父母的。

看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玩

意，我会心一笑，无论学生们怎

么想，这不都是想让爸爸妈妈更

加了解自己的一个信号么？

打开心门走进孩子的心
家长们陆陆续续进入了教

室。起初，一些家长对这些不同

以往的“桌签”有些不适应，但随

即兴致勃勃地开始找自己孩子

的位子。

“李老师，这个是不是我们

家小孩的位子？”有家长指着一

个直升机玩具问道。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就说嘛，这个一看就

是他留的，他天天在家就把玩

这个。”

一些家长轻而易举地找到

自己孩子的位子，略带骄傲地坐

了下来；一些家长花了些时间，

和其他座位上的东西进行了对

比，也确认了自己孩子的位子；

剩下的一些家长，在最后所剩不

多的位子中进行排除，也能够顺

利找到自己孩子的座位。

待家长们坐定之后，我首先

表扬了所有的家长还是很了解

自己孩子的，但我话锋一转：“了

解就够了么？”

家长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有

的家长马上说不够。

“是的，当然不够，在座的每

一位家长都很了解自己的孩子，

但不是每一个孩子在家里都能

很好地和你交流。所以，我希望

将这次找座位的活动延续下去，

每一位家长回家后和孩子聊一

聊，至少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和孩

子走得近一些。”

我看到有的家长点了点头。

“但今天的家长会，我并不

是来教怎样在家和孩子交流的，

只是给大家一个话题，可以让大

家在家聊得起来。今后，希望各

位家长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

理解一些问题，去想一想孩子为

什么会这么做。”

在接下来的家长会时间里，

任课教师向家长们讲了一些学

生们日常的学习情况，有表扬的

也有批评的。我站在门外观察，

发现家长们都若有所思，即使是

听到点名批评，也显得比较平

静，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摇头。

家长会结束后，有的家长还

来问我：“老师，我家小孩在学校

里还是很调皮，不过我是不是不

能一到家就说他？”

我说：“是的呀，回去不如

先说一说找座位的事，然后和

孩子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说说其

他问题。”

家长连连点头：“是的是

的，这个方法好，以前每次开完

家长会回去，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要去说他，最后闹得大家都不

开心。”

后来，我从学生们的口中得

知，几乎每一个家长都谈到了找

座位的事。学生们还开心地发

现，这一次爸爸妈妈不是一开口

就谈学习或者在校表现。

很多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很

了解自己，而且能够在家长会后

和自己进行谈天式的对话，感觉

这样的家庭氛围挺舒服的。最

让我欣喜的是小Y妈妈，她又给

我发来了QQ消息，这一次没有

抱怨孩子。

“家长会回来后，我和小 Y

谈过了，他说自己不是不愿回答

问题，而是怕回答错了，对不确

定的答案不敢说。”小Y妈妈希

望我能理解，并多鼓励小Y回答

问题，多给他表现自己的机会。

我想，这次小Y妈妈应该是

打开了孩子的心门，走进了孩子

的内心。

孩子不能是家中的“陌生人”

□衢州市尼山小学珊塘校区
楼雪仙

“有困难知道来找老师，子豪越
来越能干了。”深知子豪的执拗脾

气，我对他的求助给予了肯定。

“排箫丢了，去买来得及吗？”我

其实可以直接去和排箫测评（学校

每月都有体艺测评，内容包罗万象）

教师说明一下，快捷又简单，但这样

一来，怎么锻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的能力呢？尤其是子豪这样特殊的

学生。

“来不及了。”子豪回答。

“那怎么办呢？要不老师给你

一个建议，你看行不行？”

见他点头后，我继续说道：“你

自己去和测评的老师说明一下，看

看能不能用唱歌来代替。如果老师

不同意，你也不许生气，因为排箫丢

了是你自己造成的，好吗？”

他转身离开，我有点窃喜，但隐

约又有点忐忑。

“你自己没带排箫还有理了？”

“你发脾气给谁看？”“没见过你这样

的学生。”……突然测试教室传来呵

斥声，夹杂着学生断断续续的哭

声。刚开始，我还没在意，随着批评

声越来越响，才猛然意识到，可能是

子豪出事了。

我连忙冲进教室，只见测评教

师满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一旁

的子豪也是全身绷紧，握拳、扭脸、

侧目，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连忙让测评教师先离开，自

己随即也转身离开，想让子豪静一

静，等情绪稳定一点再和他交流。

“老师，不好了。子豪在用针戳

自己的手臂，都是血……”我离开教

室还不到一分钟，学生们便一窝蜂

似的涌进办公室，向我报告这一惊

人的消息。

我心里“咯噔”一下，拔腿冲进教室。

见我进来，子豪停止了自我伤害

行为，但背对着我，整个人对我是抗

拒的。我站到他面前，他就会转身。

此时此刻，讲道理、教育他，是

不会有用的。我想他此时需要的是

有人理解他，接纳他的情绪。我的

脑海里跳出了“共情”这个词，共情

要求我卸下教师的角色，把自己放

在与学生同等的地位上，进入到他

的内心世界。

“子豪，你的心情一定很难过，

对吗？老师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也

许是我的这句话起到了作用，子豪

不再背对着我。

“刚才测评老师同意你唱歌测

评，并且说你唱得很好，只是忘词了，

对吗？”面对极度敏感的子豪，我努力

唤起他的自信心，“要不，你再去准备

一下，待会儿唱给老师听，好吗？”

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子豪回到

了自己的座位上。我提着的心稍微

放下来一点儿，因为这表示他已经

同意了我的建议。

当他站在我面前唱歌的时候，

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等他唱完，

我决定和他，以及班里的学生一起

讨论关于“生气了，怎么办”的话题。

我在大屏幕上展示了绘本《菲

菲生气了》的画面，让学生们猜猜：

菲菲为什么生气？你有过生气的时

候吗？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开始讨论。

紧接着，我继续引导学生往下

读故事。当听到菲菲最后回到家，

一家人又开开心心在一起时，学生

们脸上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故事讲完了，但我和学生的

谈话并没有结束：“刚才子豪生气

时，你们觉得他做得对不对？如

果是你，会怎样排解自己的不良

情绪呢？”

学生们立马活跃起来，有的

说：“生气时，画一会儿画，就不生气

了。”有的说：“生气了，和小伙伴们

玩一会儿就好了。”……

我总结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

候，要找到排解自己不良情绪的办

法，比如画画、玩耍，还有唱歌、看

书、大声哭泣等，但千万不能做出伤

害自己身体的行为，因为生命只有

一次。”

与学生共情，学生会深深地感

觉到教师的真诚、亲近和温暖，感觉

到教师是多么理解自己，接纳自

己。有了这些情感铺垫，接下来，在

绘本的引领下，我相信子豪能找到

排解情绪的方法，健康成长。

□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

早自修时，我发现好几个

学生带着早点进教室，有面

包、蛋糕、糯米饭。这些学生

真是的，连着好几天置校纪

于不顾。我巡视到第一组，

看到张冰正拿出一瓶可乐。

大冬天的喝什么可乐？

我气不打一处来，转身从卫

生角拿来一只脸盆，阴沉着

脸回到张冰桌旁，拧开他的

可乐瓶盖，缓缓地把可乐倒

向脸盆……

这么做一为示威，表达我

的处理决心；二也是杀鸡儆

猴，告诫全班学生。

学生带饮料到校，教师完

全可以根据校规没收，并对

该生进行诸如“反奢侈”“倡

吃苦”等方面的教育。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片

片褐色的茶叶跟着“可乐”一

起从瓶子里倒了出来，在脸

盆里来回转悠着，似在耻笑

我的冲动。

我知道，我正犯着一个严

重的错误。因教师不分青红

皂白惩罚学生，最终导致自

己被动的案例我看得多了，

平时我在这方面思考得也比

较多，虽时时告诫自己要冷

静，要有耐心，要给学生解释

的机会，没想到这样的事今

天竟然在我身上发生了。

本来我可以马上收手。

但众目睽睽之下，鬼使神差，

我还是把可乐瓶中的茶水一

倒而光，直至一滴不剩。

我心已乱，但口气并不软：

“学校三令五申不准带零

食、饮料进校，但有些人总是

置若罔闻，嘴太馋不说，至少

会使你们分心，影响学习。

大冬天的，不管是茶还是饮

料，冷冰冰的东西喝多了，对

胃是一种伤害。老师讲课喉

咙沙哑也没有喝水，你们坐

着听课还口渴，正常吗？现

在我宣布，今天带早点的学

生，早自修之后集中到卫生

角把肚子填饱，然后垃圾归桶。从今天开

始，如谁再带食物和饮料到教室，我全都把

它交给这个脸盆。”

听毕，学生们面面相觑，我偷偷地看了

张冰一眼，他正趴着，眼泪欲出。

琅琅书声响起，我的自责也开始了：我

的冲动一定深深地刺伤了一颗童心。

虽说张冰没什么理由带饮料到校，但我

可以劝说，可以教育，至少也要给一次机会，

更何况他带的不是什么饮料，而仅仅是茶。

我为自己的冲动忏悔不已……

回到办公室，我尴尬地摊在椅子上，脑

子在打转：把张冰叫过来，向他道歉是没有

问题的，但是太不真诚；趁第一节语文课当

众道歉，又有点拉不下脸来。学生们都看

着，我刚才不还振振有词？怎么一下子又变

卦了……

第一节语文课，我脑子里很乱，草草收

场，还是没有作出任何行动。

“人家带的只是茶呀，有规定不准带茶

的吗？口渴补充水分不行吗？”一个上午我

都在自责，都在不断地叩问自己。

课间，张冰无精打采的，我几次从他身

边经过想开口，最终都硬生生地把话咽了回

去。我知道，我得还他一个公道。

第四节下课时，我进入教室：

“同学们，今天上午，其实老师和张冰一

样难过。我觉得自己当时是太冲动了，学校

是规定不准带有色饮料进校，但茶水应该不

在学校禁止之列。我在没有弄清楚事实前，

妄下断语，伤害了张冰。在这里，我当众向

张冰表达歉意，对不起了。”

我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下面有人带头鼓掌，马上，热烈的掌声

四处响起。我感动极了，多么宽容的学生

啊，此时我更为自己的冲动而内疚了。掌

声中，我走近张冰，摸摸他的头，再次向他

道歉。

这学生流泪了：“老师没关系，是我不

好，我不该把茶装到可乐瓶里，下次我再也

不带了。”

“感谢大家的宽容，今天张冰给我上了

一课，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不要感

情用事。我也希望同学们能记住老师的这

个教训。学校规定的初衷一是提倡节俭，二

是减少垃圾的产生。我们要支持，有色饮料

还是不能带，但茶和白开水当然可以，你们

下次可以带水杯，如果需要续水，到老师办

公室来，老师给你们烧水。”

“好！”教室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那

一刻，我感觉师生间的心贴得特别近。我暗

暗告诫自己，得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情绪是需要排解的，但要学会正确排解

歉
意
只
埋
在
心
里
是
对
双
方
的
惩
罚

●点评：
关注和促进学生的成长，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需要学校和教师付出努力，更是家长的天职，需要

家长的关爱和帮助。然而，当前普遍的巨大工作压力、部分家长责任心的缺失以及教育观的偏颇，导致不

少家庭亲子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膜，家长对自己的孩子缺乏深入的了解，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并不顺

畅。亲子关系的疏离让学生得不到亲情的支持，家长与孩子成为彼此熟悉的“陌生人”，家校协同沦为空

谈。因此，让家长重视亲子沟通，真正了解孩子，做一个“走心”的家

长，应成为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主题。很多班主任明白这个道理，劝导

家长重视亲子沟通也是苦口婆心，但大多数情况下仅停留在说教层

面，收效甚微。李燕杰老师的这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在唠叨和说

教之外，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作者通过巧妙设置

体验场景，促使家长换位思考，唤醒家长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激发

家长的内疚和反思，从而对家长的教育观念产生触动。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