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熊化鑫

还有几天就要中考了，班里的
学习气氛白热化，渐渐开始出现各

种考前焦虑。我既为学生们的拼

搏精神感到欣慰，也为这“黎明前

的黑暗”暗暗担心。

班级里一位放弃保送资格的

女生，在最后一次摸底考中发挥不

佳，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虽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这场打击究

竟有多大？直到女生家长来为孩

子请假，专门要求在家休息几天

时，我才知道。

我内心受到很大触动，自认平

时已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

但为什么学生不跟我沟通交流呢？

女生家长答复：“女儿说，熊老

师目前工作忙碌压力大，她不想给

熊老师添麻烦。”

我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起

来……在初中三年最后一场严峻

考验面前，我与学生是同一个战壕

里的战友。学生如此善解人意为

我考虑，我更加要想办法来化解这

个乌云密布、气压超低的鬼天气。

我任教两个班的科学课，兼任

901班班主任。我教的两个班级

除去被保送的学生，还有42人在

学校复习迎接中考。

怎样才能帮助这42位性格不

同、状态不同、需求不同的学生

呢？苦思冥想之余，觉得还是纸和

笔留下的印记，能够沉淀一些情

感，鼓舞学生微笑着走向考场。

这天阳光明媚，活动课上，我

高兴地呼唤着学生们：“来来来，熊

老师准备了照相机，想与我单独合

影吗？”

学生们先是愣了一下，而后就

有人问：“熊老师，可以任意摆

pose吗？”

我会心一笑，“今天熊老师当

模特，包你满意，各种pose绝对

配合”。

话音刚落，我周围就排起了小

长龙。大家说着笑着，久违的轻松

欢乐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我把合影送到店里打

印出来。看着一张张还带着温度

的照片，看着他们久违的笑脸，我

的眼眶又一次湿润……

灯下，我拿起钢笔，仔细回想

与每一位学生的故事，想想他们的

性格爱好或者情感需求，慎重地在

照片背面写上一段又一段文字。

这是我与他们的“约定礼券”，

分为5类。

“游戏券”：劳逸结合才是生活

该有的模样，当游戏缺少队友时，

来找老师吧。一起去“王者峡谷”。

“喝酒券”（本券仅限使用一

次，高中毕业次日生效）：江湖路

远，杯酒言欢。等你成年，一起喝

酒吧，老师请客。

“饮食券”（本券仅限使用一

次，成年次日生效）：老师带你去老

师常去的餐馆。

“运动券”（本券仅限使用一

次，高中毕业次日生效）：当4vs4

缺少队友时，来找老师吧，跟你一

起称霸篮球场。

“倾听券”（本券可无限次使

用）：人生难免遇到窘境，有时对亲

人也说不出口，不妨来找老师，老

师永远是你的朋友。

第二天一早，当学生们一如

往常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发现自

己的课桌上多了一张昨天与熊老

师的合照，合照背面竟然有给自

己的留言。

我躲在角落里，悄悄注视着，

看到学生或欣喜若狂，或悄然落

泪，激动地谈论着自己拿到的是哪

一种礼券。这一刻，我体会到作为

教师的无比幸福感。

我微笑着对学生们说：“今天

你们拿到的不只是一张合照，更是

咱们之间的专属约定，有的是3年

后生效，有的是成年后生效，还有

的是终生有效。再过几天，这间教

室将不再属于你们，但熊老师永远

都是你们的。”

就这样，自信的笑容回到学生

们的脸庞，七上八下的心终于恢复

平静，临考恐惧转化成对未来的憧

憬，使每个人身上都充满无所畏惧

的力量。

再长的故事终会有结局，而我

相信，这件事情所起的激励性作

用，远远超过任何一次刻板说教。

我把师生关系定义成“朋辈”，

教师既是可以轻松相处的“朋友”，

也是受人尊敬的“长辈”。朋友应

该是平等、亲切，能够相互理解，甚

至是有“侠义之心”的人；而学生心

目中的长辈，应该是博学、睿智的，

不仅能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人生迷

茫时刻指引方向的“启明星”。

想知道学生心中所想，教师必

须把学生放在心中，站在学生的角

度和立场，考虑的是学生需要什

么，而不是能给予学生什么。

教师可以适时转化成“朋友”

或“长辈”的角色，有很多师生相处

的时刻，或许该以朋友身份出现。

课间活动，教师与其站在一旁

远观，不如加入学生来一场篮球

赛；晚自修辅导时，与其大家一起

饥肠辘辘，不如以奖励方式拿出自

己的“私家珍藏”与学生分享；班级

活动，与其依仗强势指手画脚，不

如坐下来成为其中一员参与策划

讨论……

本来，面对学生的考前焦虑，

我十分担忧，非常想将自己作为过

来人的经验和道理传授给他们，为

他们指引方向，这就是长辈之心。

但学生每天接受了太多说教，这样

的教育已经无效，学生一定会自动

屏蔽掉。

我不能仅仅只是师长，不能只

有威严的长辈形象，一张合照、一

场约定，青春是那么美好，未来如

此令人期待，我想到还能采取朋友

间的方式来对待学生，帮助他们度

过这场心灵考验。

有事没事找老师，老师永远属于你

近日，金华市湖海塘小学迎来了一批特殊
的客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协会总
干事托比亚斯·比昂科尼先生一行。他们欣赏
了该校低年级小朋友们表演的舞台剧《白雪公
主》、垃圾分类环保剧《妙妙的绿色日记》。托比
亚斯·比昂科尼先生夸赞该校的戏剧课程非常
适合学生，认为接触戏剧对学生的成长很有帮
助。图为托比亚斯·比昂科尼先生为学校留墨
点赞。 （本报通讯员 朱炳华 摄）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林日正

日前，温州道尔顿小学成立了
“故事家”工作坊，20余位中青年教师

自主申报成为教育叙事写作研究

者。他们以“只有做得精彩，才能写

得精彩”作为核心理念，倡导将“行

动、反思和书写”作为个体专业修炼

的三部曲，同时努力打造教师“三专”

（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共同体）。

何为“故事家”？此词由“故事”

和“家”组成，故事是人类共同的联

结体，人类的历史就是故事的历

史。每一位学生、教师的成长，都是

一个故事。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

事，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叙事性的存

在，好像长篇小说，大故事里套着小

故事。教师要成为精彩的教育故事

的创造者、书写者和传播者。

教师每日生活在庸常、琐碎的

小故事之中，这些故事是需要去甄

别、提炼和思考的。新教育实验发

起人朱永新认为，“只有活得精彩、

做得精彩，才能写得精彩”。诚然，

教师的专业成长与修炼，最重要的

不是外在任务驱动，而是主体意识

的觉醒。当为师者树立成为“故事

家”的美好愿景时，便是在创造自己

独一无二的生命传奇。

那么，教师怎样才能成为“故事

家”呢？首先，教师要像《教学勇气》

的作者帕克·帕尔默所说的“身心完

整”，以专业的教育思考力、判断力

和行动力，创造性地做好日常教育

教学工作，如同《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中所倡导的首要法则——积

极主动，成为教育故事的创造者。

其次，教师要有书写的能力。

每日的教育生活、教育灵感和教育

困顿稍纵即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为师者需要及时记录和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曾言：“你想让教

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

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

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

师走上从事研究的幸福道路上来。”

教师书写日常的教育日记和随笔，

便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式。写

作会倒逼教师成为个体教育生命故

事的发现者和观察者。

再次，教师需要“主题叙事”的

专业训练。当教育日记、随笔写作

达到一定量之后，量变会产生质变，

教师会进入一种“写作自动化”状

态，同时拥有教育叙事写作的自信，

不再为文笔欠佳或江郎才尽而苦

恼、羞愧。

当然，如果原来是一种浪漫、随

意的日常化写作，是需要走向富有

专业品质的教育叙事的。“好文章是

改出来的”，诗人贾岛的那种推敲训

练必不可少。

对于“主题叙事”，笔者倡导“小

题大做”，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

丰富、凌乱甚至无序的教育随笔中

披沙拣金，寻找、提炼和刻写出最有

“教育含金量”的故事。

每一位成熟、卓越的教师，都是

令人起敬的“故事家”，教师成长道路

千万条，叙事写作是值得去尝试的一

条路径。期待热心者在叙事写作中

不断提升个体教育专业能力，改进日

常教育行为。写作不是目的，而仅仅

是手段，这种写作的初心，与“教育行

动研究”主旨非常契合。

□杭州滨和中学 赖联群

广播操时间，我站在班级队
列前面的台阶上，体育委员苏苏

忙碌地提醒同学调整姿势……

突然，我发现女生队伍中有

人伸出手不停地戳苏苏额头，估

计是不服管教。我上火了，苏苏

成绩是差点，但班级工作绝对负

责，被如此戏弄，以后工作如何

开展？

但苦于视线被阻，看不清肇

事者，待苏苏走到队首，我唤过

他，轻声地问：“谁在戳你？”

“小蕾。”

“为什么？”

“我叫她不要讲话，她说自己

没讲话，就不停地用手指戳我。”

这还了得？堂堂班级团支书

兼语文课代表，居然如此不顾及别

人的自尊，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

他人，简直太不像话了。联想到她

平时大大咧咧，对自身要求不严

格，我想借此机会敲打敲打她。

第三节是语文课，我上韩愈

的《马说》，朗读、翻译、背诵之后，

是文本赏析。

韩愈以千里马自喻怀才不

遇，感慨“伯乐不常有”，感慨“食

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讽刺

“食马者”有眼无珠，从特定历史

背景看，确实如此；但也有局限

性，作者从自身出发，态度消极，

这与当今学生特别是优秀生以自

我为中心的倾向类似。

一个人成才需要伯乐，更需

要自身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还

要有耐挫能力与谦逊胸襟，否则

就算有伯乐看上你，你恃才自傲，

无视他人，也很难实现自身价值。

联想到早上的出操事件，为让小蕾自悟，我

不露痕迹抓住文中的一句话“且欲与常马等不

可得”问道：“为什么千里马连普通马的待遇都

享受不到？”

有学生说，千里马食量大吃不饱，普通马食

量小吃得饱。

又有学生说，马主人对千里马要求比普通

马高。

很显然，这两种回答都不得要领，第三个我

叫了小蕾。

“因为千里马有个性，而主人容不下它的个

性。”她站起来，自信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她的回答振振有词，无可挑剔。我预设的

“因为千里马有脾气，不服主人管教”的说法并没

有出现，本想在个性好坏与韬光养晦的人生哲理

方面做些发挥，但考虑到离题稍远，只能作罢。

课间，我叫出苏苏，如此这般耳语一番，苏

苏受命而去。

第二天早读结束，我坐在办公室等着小蕾

到来，果然，她气冲冲地走进我办公室。

“老师，苏苏太不像话了，语文作业拖拖

拉拉，半天都收不上来。组长都向我告状了，

小组收作业速度受影响。我讲了她几句，她

还顶我。”

“是吗？该做的事情就要做好，否则会影响

全班啊。”我皱起眉头，“你去把苏苏叫来，我问

问。”戏继续往下演。

“老师，我昨晚作业做完有点迟，没来得及

整理就睡了，今天找作业花了一些时间。可是

小蕾出言不逊，我冲动起来就说了她几句。”苏

苏辩解道。

“你也是班干部，在这方面应该做表率，怎么

能因为冲动就不顾别人的感受呢？”我批评道。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你看小蕾昨天做操，

我叫她不要讲话，她居然戳我脑袋。她是团支

书啊，让我太没面子了。”计划在有条不紊中进

行着。

我没有说话，目光移到小蕾身上，她涨红着

脸，嘴里喃喃着：“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讲。”

“都是班干部，你们这样让老师很失望，都

检查自身吧。”我让苏苏先回去，留下小蕾。

我沉默了一分钟，让她先反思一下，然后语

重心长地说：“你是团支书，又是课代表，是全班

的榜样，做操要求你比谁都懂，别人讲话你不制

止，怎么还参与了呢？”

她无语。

“苏苏早上行为不妥，影响收作业进度，给

你的工作造成被动，我待会儿再跟她谈。那你

的问题呢？”

“老师，我知错了，下次不会再这样了。再

这样，你就当众批评我吧。”她态度非常诚恳。

“其实不只是做操这件事，作为团支书，你

是老师最信任的人，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各方

面都要起到表率作用……”

听着听着，小蕾的眼眶通红，眼泪欲滴。

“好了，不哭，老师信任你，如果只以普通要

求对待你，你已经很优秀了；但若以千里马的标

准来审视你，在个性方面你还得不断完善，在保

持自己良好个性的同时，要有大局观，时时记住

自己的身份，这样就会更优秀。”

小蕾拼命地点头，是在回应我的教导，还是

对此事真的悔悟，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做操

事件的个案教育可以告一段落了。

教师要成为精彩教育故事的书写者

我
密
令
一
名
学
生
拖
交
作
业

●点评：
“亲其师，信其道”，青年教师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由于缺乏教育管理工作经验，又具有与中学生年龄相

对较近的先天优势，很容易想与学生构筑朋友式的师生关系，而忘记塑造自己的长辈形象。师生间太亲近的

朋友关系，势必会损害教师在学生心中的权威感；而教师高高在上的长辈姿态，又会大大阻碍师

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利于帮助学生平稳走过过渡期。教师是做学生的“朋友”，还是“长

辈”？面对这一难题，熊化鑫老师创造性地构建了“朋辈式”师生关系，

“朋友”兼“长辈”，巧妙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度与量。一方面，教师面对

学生中考前的焦虑情绪十分担忧，为他们指引方向，体现长辈之心；另

一方面，帅气地采用朋友之间常见的约定方式，化解学生的心理问

题。“朋辈式”师生关系为广大青年班主任提供了一种与学生进行有效

沟通的新范式。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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