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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这个校园意外案例怎么处理？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吕国飞

一年级的家长十分给力，辅导
孩子把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小书包》
背得顺溜。小家伙们摇头晃脑，齐
声背诵。很多学生字认不全，一边
背一边用手指着课文。

可是课文中的字音与字形有些
学生不能一一对应。有的刚背到

“我的”，小手已经指到“小书包”。
有的或嘴里读着“真不少”，小手却
还停留在“宝贝”。

在背诵过程中，学生只是凭记
忆，难以将注意力分配到生字的认
读上。到了“开小火车”读生字、组
词语环节，“火车”时不时停止运行。

怎么办呢？“把词语排列成句
子”的题型给了我启发。

第二课时复习巩固生字新词。
我把课文《小书包》用A4纸打印出
来，再剪成纸片，每张纸片上有一
句，比如“我的小书包”“宝贝真不
少”。纸条随意打乱，用磁石贴在黑
板上。

“小朋友们，课文中的句子一起
跑步，撞在一起乱了秩序，你能为他
们排好队吗？”

学生们来劲了，眼光凝聚，一个个走上讲台，
按正确的顺序将纸条排好，完整课文《小书包》展
现眼前。

再来点挑战，我继续把纸片剪碎，每张纸片
上只留一两个字或一个词语，如“我的”“小书
包”，再次打乱顺序，请学生们“排排队”。

很快，黑板上再次出现了完整的《小书包》
课文。

我再次将难度加大，将纸片剪到只剩一个
字，随机分发给学生们。让学生们如接龙般，把
小纸片一个个贴到黑板上。

现在，我让没有玩到“排排队”游戏的学生试
试“消消乐”，即按照课
文内容把生字从黑板
上一个个拿走。

玩了一轮游戏之
后，再让学生朗读课文
时，生字音形对应的情
况就好了很多。当然，
这样的游戏只能偶尔
为之，不然会破坏儿歌
的韵味。

□海盐县于城小学 李 青

“刚刚老师在国旗下讲的垃圾

分类方法，你听懂了么？”

“大部分都没有听懂。内容太

多了，太复杂了。”

“我也没有听懂，可是下周检

查人员就要进班专项检查了，万一

班级被扣分了，我们又评不上文明

班了。”

周一升旗仪式后，在回教室的

路上，我无意中听到了五（4）班班

长许心茹和副班长李欣婷的对话。

这学期开学第一天就要求学

生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把垃圾投

放到相对应的垃圾筒中。学校启

动了一系列措施对学生加强教育：

宣传栏展示、国旗下讲话、班主任

宣讲、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等，本

以为学生应该掌握得不错，可是从

近期抽查的情况来看，效果很不理

想，26个班级居然有15个班级没

有正确投放垃圾。

细思原因，我很快就将问题的

症结归为：只有灌输，没有活动。

学生只是被动参与其中，没有

丝毫乐趣和成就感可言，怎么会有

效果呢？

我的脑海中闪现了参加培训

时从专家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活动

就是最大的影响力”。于是，在我

的倡议下，学校举行了“垃圾分类

文明同行”综合实践活动。

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漫画比

赛、主题征文、手抄报比赛3个大型

活动。这些活动跳过班主任，直接

由德育处负责，活动信息通过钉钉

App发布在家长群，并设计了3张

海报，摆放在校园里显眼的位置，

让每个经过的学生都能看到。

学校还专门定做了一个投稿

箱，安放在“向学楼”的楼梯口，学

生可以通过投稿箱直接参加活动。

活动持续了一个月，全校学生

有1057人，投稿作品将近750份，

可见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学校少先队总部发布公告，采

用3分钟演讲的形式PK，选拔了13

名督导员和15名劝导员。他们负

责分楼层抽查垃圾分类情况，发现

分类不清的情况及时制止，还进班

级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结束后，再次抽查时，效

果很明显，26个班级的垃圾分类情

况都做得非常好。这还不是最主

要的收获。

“通过公开选拔，我有幸成为一

名劝导员，本来还以为自己胆子挺

大的，可当我第一次走进别的班级

去演讲时，我紧张极了，舌头像打结

了一样……锻炼几次后就自然多

了，声音也响亮了许多，感谢这次劝

导员的经历。”六（3）班的王逸轩在

手抄报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小李，感谢你组织这样的活

动。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学生收

获很大，我们的班主任工作也轻松

了许多……”学校一位老班主任在

钉钉上给我留言。

学生的成长、教师的认同，才

是我最大的欢乐。

这次活动也给了我很多启示：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他们抗拒的

不是任务本身，而是布置任务的方

式。综合实践活动是一个突破口，

它坚持学生成长导向，让学生在活

动中体验、收获，使得任务本身有

了意义，大家对任务也有了兴趣。

龙泉许东宝（楼主）
通常认为，班主任应该是语

文、数学等科目的教师担当，而

体育教师的场地是在室外，从事

的是与学生身体有关的练习。

体育教师当起了班主任，这样的

现象确实很新鲜，一时成为舆情

焦点。坊友们，你们又是如何想

的呢？

阿 国
全课程理念下，教师全科包

班可以，为啥体育教师当班主任

就被排斥？我们学校虽然没有

体育教师当班主任，但是有思品

教师当班主任，少了学科压力，

反而更容易全方位跟学生沟通。

龙泉许东宝
让什么学科的教师来当班

主任，并没有硬性规定。

语文、数学教师由于上课、

考试、讲解习题、批改作业等原

因和学生接触的机会多一点，这

是真的，但育人的事情比学科教

学更细、更杂、更多一些。

其实体育教师当班主任也

有优越性，因为体育教师会当裁

判啊。裁判要讲公平公正，不能

从主观情绪出发。

再说，体育教师平时都会坚

持锻炼，身体硬朗，气质阳光，善

于游戏，更容易消除和学生之间

的沟通障碍，更容易被学生当朋

友看待吧。

体育教师当班主任，一定要

到教室多走走，和学生多交流，

多了解学生成长中的困惑，解决

实际问题。

伊 人
教育是全方位的，班主任

谁都可以当，怎能以所教科目

来定夺呢？只要有当班主任的

素质、有当班主任的热情、有当

班主任的愿望，就有当好班主

任的可能。

赵占云
我认为体育教师当班主任，这个班的家长

应该窃喜。理由如下：

其一，体育教师没有较重的学科教学压

力，有较多时间管理学生的日常作息；其二，让

一部分语数等“主科”教师不用当班主任，一心

钻研学科教学，有更多时间应对学生的学习问

题；其三，体育教师治班，学生学习和锻炼兼

顾，“文武齐全”，双剑合璧。

应该多给“副科”教师们更多尝试的机会，

同时也给学生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机会。

龙泉许东宝
班主任难当，要当一个好班主任更难。“有

心”是班主任最重要、最宝贵的特质。不当班

主任，几节课一上完，回家。当上班主任，意味

着责任。学生在校出事，班主任就算已到家，

还是要返校处理，怎么走得开呢？正因为难，

正因为苦，正因为累，当班主任除了有心外，还

要有素养、有知识、有方法。

悟的教育
不同于学科教学岗位，班主任是个管理岗

位，除了为人师表所需要的爱与责任之外，更

需要懂管理和心理，要有较强组织和引领能

力。班主任是体育教师的优势：能较好地与活

泼爱动的青少年学生合拍，能加强对中国教育

的短板——学生体质的重视。

龙泉许东宝
班主任一职看似平常，但有学生就会有班

级，有班级就要有班主任。班主任是永远缺不

了的，因为班主任工作是立德树人的工作，是

对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督导的工作。

班主任不但要把握班级发展的大方向，还

要深入到寝室、学生家里，了解学生的日常生

活，殚精竭虑，明察秋毫。班主任的工作量是

大的，育人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有时会反反复

复，甚至倒退，要求班主任有一颗恒心。

音体美教师只要拥有一颗不怕困难之心、

一视同仁之心、甘于奉献之心去当班主任，肯

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班主任。

师生关系的“亲”与“严”正如糖衣药丸 体
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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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可以这样学

□慈溪市城区中心小学 徐庆祝

“亲其师，信其道”（《礼记·学记》）

和“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这两条

格言，都与师生关系有关。教师对学

生，到底应该体现出“亲”还是“严”呢？

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往往

会先后走向两个极端。刚走上工作岗

位时，自己还是个孩子，和学生很容易

亲近，结果缺乏规矩，课堂失去秩序，作

业拖拉严重；于是开始树立威严，言辞

激烈，结果师生关系陷于对立，课堂了

无生趣，甚至出现体罚和变相体罚。

随着教龄增长，经验积累，思想成

熟，教师渐渐才能够弄清“亲”与“严”的含

义，处理好“亲”与“严”的关系。其实，让我

真正开悟的，是一次家访时喝的一杯酒。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刚接班五

年级，去一个名叫孙淑瑶的学生家里家

访。这是一次对普通学生的普通家访。

她家正在造房，造房工人正在吃点

心，家长见我十分客气，一定要我落座

也一起吃。且家长好酒，一定要我也喝

上一杯。

我感到盛情难却，也就喝了一杯。

不想家长还健谈，从孩子的成长到教育

问题，从物价涨落到社会风气，简直无

所不谈。言谈中，她爸爸说了一句：“我

们现在已经成了好朋友。”

工人们吃完点心回去干活了，我俩

却还相谈甚欢。孩子看到这情景似乎也

很兴奋，几次跑过来到桌上拿东西吃。

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回到学校，孙淑瑶逢人就说，徐老

师和她爸爸是好朋友，时时以老师好朋

友的女儿自居。

但她并没有以此自傲，行动上也起

了变化，除了对我特别亲近，对班级的

事也特别上心，发作业本，倒垃圾，照顾

生病的同学，只要我有需要，她第一个

冲上来帮忙。

最重要的是学习上表现得比过去

自信、积极，上课抢着朗读、发言，作业

完成得认真及时，成绩也一直在上升，

一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升入初中。

对她的转变，我自然高兴，但没有

感觉有什么特别之处。令我吃惊的是，

三年后，她竟考进慈溪中学。其他教师

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像我一样感到意外，

因为她从竞争激烈的中考中脱颖而出，

进入了市内最好的高中，在大多数人的

印象中她没有如此出色。

很快，学生父亲打来电话，向我报喜。

我向他表示祝贺，称赞孩子进步真大。

说到进步，他父亲又健谈起来，说

全靠我对孩子特别关照。自从我那次

去家访后，孩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成绩越来越好，老师一定付出了很多心

血，要特别感谢我。

我听了深感惭愧，因为我自己知

道，家访前后，我对孙淑瑶的教育并无

变化，这完全是学生自己努力的成果啊。

新学期开学后，我收到孙淑瑶的一

封信，除了向我汇报高中学习的情况，回

顾小学时代的那些日子，还特别提到了

那次家访。她说，看到我和她父亲一起

喝酒谈天，那情景让她感到特别幸福，好

像往她身上注入了无穷力量，让她变得

自豪、自信、积极。在内心里，好像有一

个声音一直在提示她：自己跟其他同学

不一样，爸爸是老师的好朋友，要表现

得更好，不能给老师和爸爸丢脸……

记得当时读完她的来信，我开始审

视那次家访时的那杯酒，思考蕴含在其

中的道理。

首先，在孙淑瑶身上，完全体现了

“亲其师，信其道”的教育规律。

孙淑瑶正是因为对我感到亲近，才

会听我的话，照我的要求去做，才会喜欢

上我教的语文课，进而扩大到对其他学

科的喜爱，符合心理学上的移情效应。

成语“爱屋及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作为班主任，我常教导学生要学好

每一门课。但孙淑瑶为了让我更喜欢

她，学习上有了更大的动力，付出了比

别人更多的努力，自然取得了好的成

绩，而好的成绩更增强了她的信心。同

时，学习给她带来了乐趣，使她从一个

学习的“好之者”成为“乐之者”，最终形

成一个良性循环。

魏巍在《我的老师》中回忆蔡芸芝

老师时写道：“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

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啊。”

因为学生喜欢教师，特别在乎教师，

教师一句随意的话语，一个小小的暗示，

其教育激励作用都会得到成倍放大。所

以，让学生喜欢教师，亲近教师是多么重

要，多么有价值啊。斯霞的“童心母爱”

教育理论，其价值意义也正在于此。

孙淑瑶所说的幸福感正是来源于

那次家访，源于她爸爸口头的“好朋友”

三字。

那么，假如那次家访的目的不是交

谈，而是“告状”呢？我有些不敢设想。

那个沉浸在幸福之中、不断进取的小女

生还会出现吗？我想是绝无可能的。

从这里我总结出家访的要点，或者

说应该注意的地方。家访要带给学生

积极正向的心理环境，给学生内心注入

信任感、安全感和努力进取的强大力

量，这必须建立在教师和学生家庭之间

维持良性互动和亲密关系的基础上。

如确有“状”要告，一定要提醒家长

注意方式方法，努力避免产生负面效

果，更要避免教师和学生家庭之间产生

因“告状”带来的疏离感、对立感。

当然，与学生的亲近关系，并非只

能通过家访来建立，教师怀有一颗热爱

学生的心，学生能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中

感受到这种爱。

说到这里，任何担心和学生走得太

近的想法都是不必要的，教师应该和每

一个学生、每一位家长成为好朋友。那

些特别优秀、特别成功的教师，往往就

是学生的好朋友。

一些青年教师为什么会因为与学

生太亲近，造成“亲而无序”，在学生那

里说话不灵呢？

其实，教师仅仅做到让学生对其

“亲”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学生的“尊”

和“敬”。

在《学记》里，除了提出“亲其师，信

其道”，还提出“尊其师，奉其教，敬其

师，效其行”，“亲”“尊”“敬”三前提并

列，“信”“奉”“效”三结果并列。那么，

这份“尊”和“敬”来自哪里呢？那就是

对学生一以贯之的严格要求、持之以恒

的有效训练。

反思自己以前在工作中，在后两点

上做得非常不够。在和学生亲近时，不

注意礼仪规矩；对犯错误的学生，有时批

评过火，有时却因心软不予追究；对在学

习上偷懒不认真的学生，或因教育见效

慢而失去耐心，或看学生可怜而降低要

求……事前要求得少，更谈不上有意识

地训练；出现问题后，处理态度严厉甚至

可以说恶劣，破坏和谐氛围，造成师生关

系对立，学生漠视规则，管理失控。

对学生亲近关爱和对学生严格要

求之间看似矛盾，其实恰恰是相辅相成

的，以师生的亲密关系为基础，更有助

于要求的严格落实，最后成为学生的自

觉行动。

平时和学生打成一片，在对学生提

要求的时候，态度应该是温和而坚定；对

犯错误的学生批评教育，乃至严肃处罚

的时候，也应该和颜悦色地讲清理由，

指出错误所在，要避免声色俱厉，杜绝

体罚和变相体罚；在坚持原则、坚守各

方面标准时，哪怕最优秀、教师最得意

的学生也不允许自由率性、突破规矩。

当然，规矩因人而异，学生年龄、个

体差异不同，要求自然也不同。

教师应反思自己在教育行为上的

失当之处，而不是从此把学生拒于千里

之外，或凶相毕露。对学生亲近关爱是

不容置疑的底线，是“道”层面上的，而

处理好“亲”与“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技”层面上的。

这就好像是高明的药剂师制作糖

衣药丸：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训练

是味道苦涩而疗效良好的药芯，这味良

药自然不能因学生不爱吃而丢弃；而亲

密的师生关系，则是包裹在苦味药芯外

面的那层糖衣，它让学生爱吃那丸药，

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健康成长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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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展板

丢手绢、跳房子、跳皮
筋……湖州市织里镇轧村
小学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把
传统体育活动“请”回课间。
图为低段学生在玩“踩竹筒
高跷”。高跷玩具按半个班
级的人数购买，玩时分成四
组，两组互换，进行比赛。
（本报通讯员 费凤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