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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徐晓莉

一天，学生小王的生日礼物——一

卷漂亮的胶带丢失了。其他学生反映，

小邱多次在小王的储物柜前停留。

我找到小邱，她的反应是急于解

释——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自己

袋子里。

“既然发现不是你的，为什么不在

班里问一下？”

“本来想问的，没有来得及。”

“为什么要拆包装？”

“我好奇里面是什么。”

……

青春期女生极爱面子，又很在意同

伴关系，我很理解她的“狡辩”，这也是

一种自我保护。这个班的学生马上就

初三了，如果此时担了“偷窃”的恶名，

可能一辈子都洗刷不掉。况且，事实并

没有最终确认，小邱“被人恶作剧”的可

能性仍然存在。

为了保护小邱，我决定“认同”她，

建议她好好向小王作出解释，下次遇

到类似情况，要将东西第一时间还给

人家。

但是小王并没有接受小邱的解释，

还把事情告诉了小阳。

小阳义愤填膺，不仅更加讨厌小

邱，对我的信任也削减了。

于是，我分别找小王和小阳谈话，

主要讲了如下观点：

一、教育不是非黑即白的，还有一

个灰色地带。例如，教师看见学生有做

作业时抄袭、测试时偷看的现象，却并

不当面戳穿，而是通过暗示或提醒，让

学生注意到自己的问题，及时纠正。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都怕被人

看不起，特别是在青春期，最在意同学

的评价。希望他们理解小邱的难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有一时的

糊涂呢？给她一片灰色地带，就是给人

机会和希望。

二、我给他们讲了楚庄王“绝缨之

宴”的典故，告诉他们“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友”的道理，告诉他们“上德

若谷”，有一种品德是像山谷一样去包

容他人。

指摘别人过失的小阳和小王也不

是十全十美。小阳曾在教室用手机玩

游戏，小王也抄过别人的作业，都被我

抓了个正着。但我没有天天揪着不放，

而是选择了原谅他们，宽容他们，给他

们改过的机会。

三、助人也是助己。同学三年是缘

分，就像兄弟姐妹一样，而不是仇人。

大家多关心小邱，和她成为朋友，她也

会珍惜这份友谊的。

小邱家里有了二胎小弟弟，父母对

小邱的关注降低了。如果现在把这件

事情“搞大”，让小邱没脸见人，万一她

想不开，不敢上学或是有轻生的念头，

他们会不会懊悔一辈子呢？

一番促膝谈心，两个学生理解了我

的用意。善良的小王还哭了：“我是独

生子女，没有想到小邱有可能会受家人

的冷落。”

耿直的小阳也歉疚地说：“老师，对

不起，我还以为您偏心呢，原来您在帮

助我们。想想很可怕，我差一点酿下大

错啊。”

我表扬了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

信赖。

后来，我与小邱父母进行了面谈，

了解到小邱父亲在外地工作，回家时间

少，妈妈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孩子，加上

弟弟年龄小，有点顾不过来。老大有想

法没有机会说，感觉被忽视了。

首先，我建议父母多关注小邱的

需求，多一些陪伴，给予她人生路上必

要的引导。

其次，我鼓励小邱自立自强，作为

家中老大，给弟弟带个好头，多为父母

分担，让他们安心工作。

最后，我鼓励小邱放下包袱。人非

圣贤，孰能无过？贵在知错能改。昨日

已逝，把握当下最重要。如果总感觉别

人在议论自己，容易陷入自卑情绪；只

要真诚对待他人，多帮助他人，同学之

间没有过不去的坎。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我看到她们

仨已经忘记“嫌隙”，在一起说说笑笑，

而班里再也没有出现这类事件。

小邱学习上更加努力了，在校园里

遇到我，总是含羞一笑，眼里充满了感

激和信任。

我想，对于这起事件的处理，如果

是年轻时的我，可能会先喊来家长，或

是对小邱严厉警告，要求她当面道歉。

现在，作为一名“老班”，尤其是作为一

个青春期孩子的母亲，我知道了，“年轻

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

原谅和信任不是姑息，它的力量比

惩罚更强大。这是教育实践中的“转危

为机”策略，我们不妨把学生从黑色地

带牵引到灰色地带，最终让他们慢慢走

向白色地带。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王楚楚

“老师，老师，小航说您

的坏话。”“是的，是的，我们

都听见啦。”……我刚进教

室，学生们就涌过来对我这

样说。

“他说了什么坏话啊？”

“老师，小航说你很烦。”

我心里确实有些不高

兴，走到小航旁边问：“你真

的是这样说的吗？”

小航低着头，羞红了脸。

“可以和老师说说原因吗？”

小航还是一言不发。看

来，这是真的。

事出总有因，我联系了

小航妈妈。从她那里得知，

最近孩子做作业非常拖拉，

她很着急，经常骂孩子。后

来，就听到孩子说“老师也和

妈妈一样烦”。

原来，小航由于作业拖

拉，在家被父母催，在校被老

师催，所以他觉得很烦。

第二天一早，我对全班

说：“据我了解，昨天小航的

原话是‘王老师和妈妈一样

烦’。老师觉得这不算是在

说坏话，而且小航把老师跟

他的妈妈放在一样的地位，

这让老师感到很荣幸。”

只见小航又羞红了脸，其他学生则一脸疑

惑，我补充道：“作业不能及时完成，每天被大人

催，难免会出现烦躁心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经历？”

这下，学生们像打开了话匣子。

“我觉得爸爸妈妈和老师催我们作业，是

为我们好，谁让我们没做完呢。”乖巧的学习委

员说。

“有时候真的很烦，虽然我知道催我是出于

好心，但其实我自己真的会主动去做，只是速度

有点慢。”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小梦嘟哝着。

……

“可是，作业是一定要完成的，这是没得商

量的事情，我们也不想惹人烦。有什么办法来

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们陷入了思考，不一会儿，好几个

可行的办法出笼了，比如计时法、写保证书、

比赛法等等。小航也在积极地制订自己的

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小航交作业非常及

时，全班交作业情况都比之前好多了。也许，多

一分信任与放手，学习效率会更高，师生关系会

更融洽。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周 琳

“老师，我放在抽屉里

的70元钱不见了。”

小伍的这声报告对于

刚接班又恰逢开学，忙得昏

天黑地的我来说，如同雪上

加霜。

我将事情告知全班，

并向学生征集线索，没想

到一发不可收拾，又有许

多学生报告说上个学期也

丢过东西。

原来这早已成“连环案

件”，偷东西的人必定是尝

到甜头了。

我根据学生们提供的

线索，单独找了几个有“嫌

疑”的学生谈话。轮到小毛

时，她表现得异常激动，委

屈得大哭，表示被怀疑让她

很难过。

调查无果，我担心此事

不解决，会产生“破窗效应”。

我想到，六年级学生自

尊心变强，要承认自己做错

事，需要极大的勇气，当事

人一定担负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

我先想到的是榜样示

范法。前不久，两名学生在

小区里捡到一万元现金和

一张银行卡，马上报警，找

到失主，归还钱物。我把这

一拾金不昧的事迹讲给全

班学生听，让学生们来进行

评价，并启发“偷窃者”迷途

知返：“其实犯错并不可怕，

每个人都会犯错，勇于改错

的孩子是最棒的。”

然而，结果令我失望。

事实是，有人在说谎，为了圆这个

谎，他会说更多的谎，或许我能从中发现

什么蛛丝马迹。

既然对方不知悔改，一意说谎，就别

怪我故弄玄虚：“教室外的楼道和校外小

店都装有监控，老师要去调监控来看。

希望老师在看完监控前，那个同学主动

把钱放回去，老师不会追究。”

之后的几天里，我偶尔提一句：“老

师除了上课、改作业外，每天还得花时间

看监控，好累啊。”适当向学生示弱，希望

犯错的学生能体谅教师。

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没有

找到突破口。

那天，刚好轮到我值周，早晨6：50

赶到学校，途经我班教室。

我从后门进入，意外发现小毛在抄作

业本答案。看到我，她瞬间满脸通红，手

肘下压着我昨天落在讲台上的答案纸。

当时恰逢运动会，我带其他学生去

操场，抛下一句：“你觉得这样有用，就继

续抄吧。”留她一个人在教室补作业。

小毛的不诚实使我再一次有了尝试

的冲动，我中途返回教室，看到她在补作

业，答案已放回讲台。

我坐到小毛前面的座位上，问她：

“你这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老师？”

她没有说话，又开始掉眼泪。

见她哭得如此伤心，我想趁此机

会触动她心底那根弦。“孩子，做作业

是检测自己知识的掌握情况，抄作业

是欺骗行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

是老师发现你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只要以后不再犯，老师可以原谅你，依

旧会相信你。”

我一把搂住她，“你愿意相信老师吗？”

她点点头，我让她擦掉眼泪、平复一

下心情，便趁热打铁：“老师已经看完所

有的监控了，你确定去小店买东西用的

是零钱吗？”

她有点恍惚。

“老师相信你，也希望你能诚实地告

诉老师。”

“我……我用的是10元钱。”她竟然

改口了。

“嗯，这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知道

老师为什么没有再提钱的事吗？其实老

师早就看完了监控，你现在能不能诚实

地说说，老师是想帮助你的。”

她“哇”一声又大哭起来，边哭边说：

“是我拿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抱得更紧

了。我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她勇

敢地选择了相信我。我心里涌动着的

是感动。

后来，她主动地把没有花掉的70元

钱交到了我手上。

我对着她竖起大拇指，发自内心地

高兴。不是因为找回了钱，而是因为我

唤回了一个迷途的学生。

原谅和信任的力量比惩罚更强大

●点评：
任正非曾在《开放、妥协与灰度》一文中提到，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素质是

方向和节奏。一个有水平的领导人善于掌握合适的灰度。清晰的方向在混

沌中产生，并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管理的艺术

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而是整合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追求和谐的过程

叫妥协，而这种和谐的结果是灰度，哪怕它只存在一段时间。事实上，不仅

仅是企业管理需要“灰度时空”，班级教育和学生管理中同样也需要“灰色地

带”。教育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混沌的事业，其中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的

因素；学生成长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常常表现出曲折和反复的特征。然而

长期以来，教育者却无视事物的复杂

性，用刻板的言行去进行实践，去评价

和对待学生，缺乏弹性和智慧。徐老

师的这则案例提醒我们，在教育过程

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学生成

长的非线性特征，打破非黑即白的片

面思维方式，包容和接纳学生的过错，

成为具有容错思维的“灰度教师”。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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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鼓山小学 求美音

“你怎么吃饭的时候也戴口罩

呀？”我循声望去，学生们被张明吸引

住了。只见他拉下口罩，迅速吃一口，

随即戴上口罩，如此反复。几个好动

的学生离开自己的座位前去围观，个

个都觉得新鲜。

我笑着说：“张明，你防护做得还

真到位哦。不过吃饭就不必这样，容

易弄脏口罩。我们可以吃快些，吃完

擦干净嘴，再戴上口罩就是了。”

张明抬头看了看我，嘴里嘀咕着

什么，我听不清。他并不理会我的建

议和同学的议论，依然按自己的方式

吃饭。

既然如此，我一笑置之，对其他学

生说：“别看了，别看了，饭菜要凉了。”

一连几天，张明的午餐都是这样

吃的。一开始，我觉得这孩子防护意

识真强，但后来我渐渐觉察出异常。

他在校期间一直戴着口罩，几乎

不曾有片刻摘离。课间极少与同学玩

耍，哪怕是必要的接触，他也刻意地与

别人保持距离。

我总能在水槽间看到他的身影。

有一次，我特意站在他身后观察，只见

他用洗手液细细地洗了3次手，洗好

后再用消毒液反复涂抹。

我思来想去，问了他一下，他先是

沉默，被问急了蹦出来一句：“妈妈说

要戴好口罩，好好消毒，保护好自己。”

我无言以对，便让他回教室。

我知道这个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一年到头只有春节回家过个年，

留下他和弟弟两人寄住在邻居家。这

样已经3年了，在漫长的期盼与等待

中，父母对孩子而言，很大程度上只是

一个称谓。

我拨通了张明妈妈的电话，他妈

妈在电话里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由来。

今年春节，张明父母被疫情绊住

了外出打工的脚步。有了父母陪伴，

这几个月里，兄弟俩是多么欢喜啊。

可当疫情慢慢消退，父母要返回工作

地，之前有多欢喜此时就有多伤感，兄

弟俩开始哭闹，死活不让他们走。可

生活的压力摆在那里，妈妈临走前反

复嘱咐兄弟俩：“一定要戴好口罩，要

多洗手，多消毒。”

于是，他将妈妈的这句嘱咐当成

了最高指示。正是因为父母不在身

边，这种情感欠缺让他觉得用这样的

方式才能保护自己。他避免与同学

接触，有事也不愿向人倾诉，缺乏对

外部世界的信任，心理障碍慢慢地愈

演愈烈。

应该如何帮助他呢？我决定先找

张明谈谈。

我告诉他，在疫情压力下可能会

出现焦虑、恐慌、烦躁等不良情绪，这

是人面对突发事件正常的应激反应，

不必过于敏感和紧张，要避免灾难化

思维，提高心理免疫力，进行自我心理

保健。

我教了他几套心理调节法，如“深

呼吸放松法”“肌肉放松法”“蝴蝶拍”

等，同时告诉他可用运动、音乐、倾诉

等方法来转移注意力、增加积极体验。

看着张明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我

知道一次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但看得

出来，他已经放松了许多。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你身边，但你

还有老师，有同学，我们都会真诚地关

心和帮助你的。”我不仅这么跟张明

说，还私下里找了平时跟他比较要好

的同学谈了心，又电话联系了张明妈

妈与之沟通，大家一致表示要多关心

帮助张明，多了解他的心中所想。

虽然现在张明吃饭时依然戴着口

罩，但他明显不再排斥与同学接触，也

不再一下课就没完没了地洗手。我期

待着他心里摘下口罩的那一天，期待

着他重现阳光少年该有的灿烂笑容。

戴着口罩吃饭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