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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芸

“多动症”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

释为：“注意缺陷的通称，是一种儿童

轻微脑功能失调的疾病，表现为注意

力不能集中，异常好动，自我控制力

差，但没有明显的智力障碍。”

任教班级中被确诊为多动症的有

7人。他们在学校生活中表现为上课

随便讲话、在课桌上乱涂乱画、不能完

成课堂作业、上课时间在校园里乱跑，

有的甚至有攻击性行为等。

因而，班主任需要特别帮助多动

症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在 1 年半的教学教育实践中，笔

者对这些儿童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

力，每日观察、谈话、个别评价、加大其

运动量等，让这些儿童的行为习惯有

了明显改善。其中，运用心理防御机

制来帮助其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效果

较好。

故意“退行”，促其思考
退行是指遇到挫折和应激时，

心理活动退回到较早年龄阶段的水

平，以原始的、幼稚的方法应付当前

的情景。

学生小A常常大声哭：同学椅子

往后移动一点，他大声哭；同学不小心

碰到他，他大声哭；听写写不出，他大

声哭……一开始，笔者采用的办法是

不予理睬，过阵子他就好了。但哭的

频率并没有减少，也就是没有真正解

决小A大哭这个问题。

后来，我也“退行”，模仿他的声

音，带着哭腔：“这个字怎么写呀，我也

不会呀，这怎么办呀？”“我的位置变小

了，我坐不下了，呜呜。”……小A看着

班主任哭着说的样子，反而笑了，估计

从中看到自己的表现了，渐渐地，减少

了哭的次数。

班主任故意“退行”，模仿儿童行

为，让其仿佛站在一面大镜子前，看到

了自己幼稚可笑的行为表现，促使其

思考自己行为的不妥之处，意识到自己行为给集体、

给其他同学带来的不良影响，而渐渐地改掉其退行

行为。后来，小A遇到问题或挫折时能努力想办法

解决或求助教师，而不是像婴儿一样通过哭闹来发

泄情绪。

有意“反向”，维护自尊
反向作用，是指当个体受挫时，采取一种与原意

相反的态度或行为的心理防卫机制。比如，有学生

打破了花盆，教师问：“花盆是谁打破的呀？”他会连

忙回答：“不是我，是小花猫。”其目的在于避免或减

轻自尊心受损。

为此，当学生小B不停做小动作时，我不说“你怎

么又在做小动作”，而说“小B坐得可端正了！”他马上

坐挺了，尽管只能坚持一两分钟，那也好的。考试时

偷看旁边同学答案时，我不说“你不要看，那是作

弊”，而说“小B眼睛只看着自己的卷子，不东张西望，

可诚实了”。他就不太好意思再看了。小B近乎没有

做作业时，我不说“你怎么才写了两个字”，而说“哇，

你已经写了两个字了，真棒，写得真认真！”他便会提

起笔再写几个字。

对多动症儿童，教师故意反向着教育，效果比直

接指出问题要有效得多。如站在队伍里动来动去

的，班主任不批评他乱动，而夸其站得笔直笔直，像

小松树一样挺拔，他反而会站挺；上课在玩儿的，班

主任不批评他开小差，而夸其坐得端正听得认真，他

反而会专心地听讲……班主任有意“反向”，维护了

学生的自尊，保全了他们的面子，他们反而会更愿意

接受教导，改变其不良行为，朝着班主任所期望的良

好行为而努力。

善用“升华”，利己利人
升华是指把为社会所不能接受、不能容许的冲

动的能量转化为建设性的活动能量。升华能使原有

的动机冲突得到宣泄，消除焦虑情绪，保持心理安宁

与平衡，同时又创造了积极的社会价值，利己利人。

学生小C攻击性行为很严重，每天打人，经常摔

同学的学习用品。笔者便建议其家长让小C多参加

踢足球、跑步、跳街舞、击剑等运动，使其丰沛的冲动

能量有正确的渠道发挥。每天踢足球、打羽毛球一

段时间后，小C的攻击性行为明显减少。

学生小D攻击性行为也很严重，不是把少先队

墙报的大头针拔去，就是爬树采摘枇杷、用小刀刮课

桌刮树皮，每天都会制造几起破坏性事件。笔者首

先让他承担后果，比如钉好墙报大头钉，向课桌、树

木鞠躬道歉，想象如果自己被刀子刮去皮肤的疼痛

感觉。有次笔者发现小D放学时主动去关电扇，就

大力表扬他关心班集体、节约用电的精神，并奖赏他

与电教委员一起负责背投的开关。笔者就这样想着

法子让小D把精力放在为班级做好事上。如今，小D

的攻击性行为和以前比，真是好了不少。

多动症儿童冲动能量大，班主任想办法使其“升

华”，转化为建设性的活动能量，变为利己利他的行

为。爱破坏植物的，就让其了解植物、栽种植物；爱

打人的，让其踢足球、击剑，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攻击

性；爱玩多媒体设备的，让其管理好多媒体设备……

班主任巧用心理防御机

制，才能使得多动症儿童乐

意接受帮助，逐渐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

（作者系杭州市学军小
学班主任）

声音

□郑国强

“教不严，师之惰。”教师承载着传

道授业解惑的天然使命。自2019年

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后，笔

者参与了杭州某电视台关于“教师惩

戒权”话题的节目录制，与10多位大

学教授、教育学者、学校代表、律师、媒

体评论员、家长代表一起讨论了是否

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赋予教师教育惩

戒权。2020年5月，笔者又组织了主

题为“教师教育惩戒”的杭州市第二十

届教师发展论坛，一线教师、专家一起

研讨怎样实施教育惩戒权。

结合自己的从教工作经历、实践

感悟和文献研究，笔者认为中小学教

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权时，要敢用、会用

和巧用。

敢用：教师应有的惩戒态度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

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教育。”笔者认

为，以往不少教师放弃教育惩罚权是

对自己一部分教师职责和教育权的放

弃，敢用教育惩戒权是教师应有的职

业态度。

首先，教育惩戒权是法律赋予教师

的一种职业权力。教师对学生具有教

育的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就必须

同时赋予教师强制性管理学生的权

力。因此，我国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

如教育法、教师法等就赋予了教师一定

的管理学生的权力。《中小学班主任工

作规定》也指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

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

批评教育的权利。”当教师面对行为失

范的学生不行使教育惩戒，其实是一种

不作为，就是失职。

其次，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

段，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学生，而是

为了促使学生改变不良行为，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学生最终都要走

上社会，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准

备。而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规则和惩

戒，如果否定教育惩戒，学生就无法形

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和能力，无法具备承

担责任、承受挫折的心理品质，最终会

遭受到社会的“惩罚”。

最后，教育惩戒也是为了保障教师

和学生的权利。教师有权在不受干扰

的情况下上课，学生有权在不受干扰的

情况下学习。当教师的教育权和学生

的学习权受到个别学生的干扰时，对其

实施惩戒，如“不超过一节课堂教学时

间的教室内站立或者面壁反省”或“暂

扣学生用以违反纪律、扰乱秩序或违规

携带的物品”，目的是抑制学生失范行

为的发生，保障教师和其他学生的权利

不受侵害。

会用：教师应有的惩戒能力
当教师被赋予教育惩戒权后，其

实也给教师增加了责任和压力。当教

师实施教育惩戒时，学生是否接受？家

长是否认同？学校是否支持？教师自

身有否滥用？这些都是对教师职业能

力的一种考验。因此，学会运用教育惩

戒权，提升实施教育惩戒的技能是中小

学教师的当务之急。只有教师具备相

应的教育惩戒能力，才会在惩戒学生的

失范行为时，尽可能寻求方式方法的合

理性。

首先，教师要全面系统了解教育惩

戒的相关内容。知者行之始，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不能“无知者无畏”，要理解教

育惩戒的内涵和目的。同时要懂得相

应的职责要求、实施原则、惩戒形式和

方法等。

其次，教师要掌握基本的教育惩戒

程序。在对学生作出惩戒决定之前，要

事先通知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并告知

其惩戒理由和证据，给予学生表达意

见、提供证据和提出申辩的机会；在实

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应对惩戒的实施

时间、地点、对象、方式、结果及学生的

反馈等进行详细记录；对学生实施惩戒

之后，要根据学生的反应，为学生提供

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

最后，教师要提高职业素养，避免

产生惩戒依赖。教师要转变教育管理

观念，明确教育管理的目标：教育惩戒

是一种教育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

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教师要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实施教育惩

戒不能“意气用事”。教师要提高师德

修养，从情感上尊重学生。此外，教师

在实施惩戒时要以法为据，不能触犯道

德与法律底线，不能没有原则。

巧用：教师应有的惩戒艺术
教育是一门艺术，教育惩戒也是一

门艺术。在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时，巧

用惩戒手段，运用恰当的惩戒艺术，会

让学生和家长心悦诚服，发自内心接受

“惩戒确实是为了孩子好”，就不容易产

生师生矛盾、家校矛盾，从而让教育惩

戒真正起到好的教育效果。

首先，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要有理有

据。当学生行为失范时，教师要引导学

生去分析、反思自己的失范行为，要给

学生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对学生实施惩戒之前，要使学生明

白受惩戒的原因、惩戒实施手段的依据

等。同时，教师实施惩戒要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切忌旧账、新账一起算，更

不能借机报复。

其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要恩威并

施。教育学生的方式和手段很多，教育

惩戒不应成为最常用的教育手段。教

育惩戒和赏识教育皆为教育手段，将惩

戒与奖励相结合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

的教育效果。在教育惩戒实施后，一旦

惩戒的目的达到，学生能够诚恳认错、

积极改正的，可以提前解除惩戒措施，

恢复其获得表彰、奖励的权益。

最后，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要有情有

爱。“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育惩戒不

要让学生感到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而难

以接受。教师教育惩戒的态度和方式

都要有教育的温度，在惩戒实施的过程

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白教师的良苦用

心，要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发自内心的真

诚和关爱；惩戒实施之后，要及时关注

学生，提供必要的关心和帮助。

教师唯有用情和爱才能浇灌出最

艳丽的未来之花。

（作者系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研
究二室主任）

敢用·会用·巧用

教育惩戒权，教师该如何实施？

本报讯（通讯员 占振华）近日，

常山县实验小学五（1）班学生徐涵菲

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发了一段感谢的

话语，“感谢老师们1个多月来对孩子

学习上的关心和帮助，让我的孩子在

家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不落下任何

一门课”。

事情还要从3月21日说起。当天

夜晚，徐涵菲乘坐母亲的电瓶车路过

一拐角处被一辆小型轿车撞倒，造成

小腿加两个脚趾骨折，脚神经受损严

重。返校复学前夕，医生建议小菲出

院卧床静养，并强调她的伤势比较严

重，建议休学在家。小菲听到休学的

消息，整天愁眉不展，情绪波动大，家

长为此很是发愁。

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时，小菲的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教师张莉莉、傅

正燕、周燕华、宁建业知情后，4人一商

量，决定采用线上直播+上门辅导的方

式，轮流为小菲辅导功课。这一想法

也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4

月21日复学后，4位教师排了课表，将

直播设备架在自己的课堂上。小菲则

以观看钉钉直播的方式和同学们一起

学习。考虑到线上学习有一定的瓶颈，

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张莉莉坚持每天下

班后前往小菲家中，为她进行知识点的

梳理和当天作业的辅导，并为她加油鼓

劲；当日的作业批阅后，数学教师通过

钉钉视频会议的形式对小菲进行作业

讲解；英语教师通过手机语音功能对小

菲进行一对一的口语指导；科学教师则

根据学科特点，将实验演示过程拍成视

频发给小菲，周末还利用钉钉直播将一

周学习内容的重难点进行整理回顾。

在4位教师的用心付出下，近期学校组

织的学情检测中，小菲各科均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这让家长很是欣慰。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尽职有爱的

老师，孩子很期待能早日回到学校。”

小菲妈妈激动地说。

线上直播+上门辅导

教师把课堂“搬”进受伤学生家中

□本报通讯员 盛 伟

中午 12点，衢州高级中学食堂

内，60岁的吴光耀拿出饭卡请高一

（6）班36名学生在食堂就餐。

暑假前请班上学生吃食堂，吴光

耀坚持了7年，今年是最后一次了。6

月18日，他就将退休，与站了38年的

讲台告别。

吴光耀是从衢州高级中学校长、

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他在担任校长、书记时仍坚持上

课，5年前退居二线后还坚持上课，心

态特别好，大家都很敬佩他。”衢州高

级中学校长周晓天说。

“当校长是一时，教书是一辈子。

做人，心态要好。退休后我也要过得

坦然而精彩。”吴光耀说。

最后一次刷饭卡请学生吃食堂
吴光耀从教38年，教了一辈子数

学。今年带的高一（6）班的数学课。

10天前，吴光耀从教师岗位上退

下来，将接力棒交到了27岁的年轻教

师王鸣航手上。王鸣航也成了吴光耀

教师生涯里带的最后一个徒弟。

这些天，虽然不上课了，但吴光

耀仍坚持听课，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要为学生，也为徒弟王鸣航，再出

一点力。

这天，吴光耀走进教室，学生们自

发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班长龚诚说：“我们都很尊敬吴

老师，都听过他的故事，他的精神让

人感动。”

王鸣航在讲台上讲课，吴光耀在

台下认真做笔记。“吴老师特别认真，

一直手把手地教我，很幸运能碰到这

样的师傅。”王鸣航说。

下课了，吴光耀走上讲台，掏出饭

卡对学生们说：“我从2013年起，就一

直在暑假前用饭卡里的钱请学生吃

饭，今年是最后一次请学生吃饭。我

再有几天就要退休了。”

学生们又是一阵鼓掌，有学生大

喊：“吴老师不要走！”

龚诚接过饭卡，恭敬地向吴光耀

鞠躬致谢。

龚诚带着全班学生排队走向食

堂，用老校长的卡刷卡就餐，学生们间

或坐开，和吴光耀一起吃着笑着聊着。

“我家离学校近，平时在学校吃得

少，饭卡里的钱慢慢地就多了，每年

暑假前请学生们吃顿食堂，没有别的

意思，就是加深感情、加深印象，减少

师生间的距离感。”吴光耀说。

8年一天没离开过课堂
1982年，吴光耀大学毕业后成为一

名数学教师，至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

48岁时吴光耀担任衢州高级中

学校长，51岁时又兼任校党委书记。

虽然是校长，但吴光耀仍坚持在

一线上课；虽然工作繁忙，但一节课都

没缺过。有人劝吴光耀：“都当校长

了，要管那么多的事，还上啥课啊？”

吴光耀是这么回复的：“当校长是

一时，教书是一辈子。”

55岁时，吴光耀从领导岗位上退

下来，但还坚持带徒弟。

“从校长到教师，有人会觉得我肯

定会有落差。但我自己对此是很坦然

的，人生就是上台阶和下台阶，55岁

之后就应该下台阶。当教师是我的本

行，我很乐意一直教。”他说。

期待退休后的生活也一样精彩
6月18日，吴光耀将正式退休。

“从教38年，从普通教师到校长，

从没离开过讲台，远离过学生。我的

职业生涯从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开

始，也将以普通教师的身份结束。”吴

光耀说，退休是步入下一个台阶，但

他会认真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我喜欢骑行和摄影。骑到终点，

就要能回得来，这是每次出发前我对

自己的叮嘱。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

用相机、用文字，记录下我的所见、所

感、所思。那些显得有些拙朴的文

字，恰好见证了我人生境界在不断提

升。”吴光耀说。

这些年，吴光耀自驾加骑行走遍

了除新疆之外的中国所有省份。

“退休后，我会去新疆自驾游，完

成走遍中国的梦想，然后种花种草写

诗摄影，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地过。”

从教38年，一节课都没缺过

退休前，老校长请学生最后一次吃食堂

帮
助
多
动
症
儿
童
，需
巧
用
心
理
防
御
机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