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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说校长说

□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俞老师，我初三的女儿因为寒假

作业没做完，不想去上学。我该怎么

办呀？”开学伊始，绍兴市柯桥区华舍

中学的班主任俞和军就接到了家长的

咨询电话。俞和军耐心地开导学生和

家长，给出可行的学习计划，给予他们

信心和希望。

这个电话只是俞和军接到的无数

心理咨询电话中的一个。从1999年跨

界从事心理辅导以来，他自学拿到浙

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A级资格

证书，义务解答省内外家长、学生来

信、来电3000多次。他是绍兴市心理

健康教育学科带头人，柯桥区“十佳志

愿者”，日前又被评为第六批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

做一名“知心大叔”
“青少年在亲子关系、学习状态、

同伴交往等方面都可能有压力，所以

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而教育

的目的不是为了矫治，更多的是为了

发展和预防。”俞和军认为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尤为重要，作为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他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比较能把握学生心理。从教20多年

来，俞和军利用业余时间为青少年义

务提供心理咨询，成了学生眼中的“知

心大叔”。截至目前，他提供当面心

理辅导1200多例，开展心理讲座100

多场。

俞和军自称心理教育界的“土八

路”，在理论技巧上可能没有专业出身

的人熟练，但辅导学生却能出效果。

2010年，一名温州的初二女生通过杂

志专栏上的联系地址，一人离家到绍

兴找俞和军咨询。俞和军知道后立刻

委托一名女教师陪伴她并安排食宿，

找朋友联系到该名女生的教师和家

长，与他们沟通。第二天家长接女儿

回去时，他还嘱咐平时要多和孩子交

流，给孩子安全感。此后的一年多里，

俞和军一直和这个女生保持通信，为

她答疑解惑。现在这名女生已成家立

业，生活很幸福。

曾经有个六年级女生晚上失眠，

多番寻医问诊无果后，其家长找到了

俞和军。俞和军在沟通后发现这个学

生是因为玻璃窗震动而误以为有外星

人要来抓她，忧虑过多而睡不着。和

家长了解情况后，俞和军特地上门指

导女生观察玻璃窗震动和街上重型车

驶过的关系，并和她一起讨论外星人

知识。“她说我是第一个好好听她讲的

大人。”俞和军认为心理教师扮演的是

倾听者角色，只有通过倾听学生的想

法，才能解开学生的心结。

2014年，绍兴市柯桥区成立了阳

光少年心灵驿站，作为站长，俞和军的

咨询工作变得更加繁忙。每个周末，

他与其他志愿者轮流值班，当面接受

咨询，同时也提供线上咨询服务。他

把手机和值班室电话连接，24小时开

机，“只要我不上课，学生和家长随时

能联系到我”。

疫情期间，俞和军还组织心理教

师为公众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有因

疫情引起负面情绪而焦虑得不断哭泣

的大学毕业生，有对孩子应上网课却

沉迷电子游戏而万分无奈的家长……

这个志愿团队已为上百名求助对象提

供帮助，给予他们积极生活的勇气和

希望。

延伸学雷锋触角
义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只是俞和

军学雷锋、做公益的一部分。他还曾

连续10年牺牲暑假时间，规范街道内

所有学校的档案整理工作，帮助老年

痴呆病人找到家人，累计无偿献血

3200毫升，加入中国骨髓造血干细胞

资料库……

在富阳参加浙江省盲人学校活

动时，俞和军意外地认识了一个来自

绍兴的学生。了解情况后，俞和军开

始义务帮助这个盲童，并与他结对，

十几年来每月都和他通话，为他排忧

解难，还会每年带衣服食品看望他，

组织朋友和他交流。

谈到雷锋精神，俞和军认为这不

仅仅是做好事，或者举行轰轰烈烈的

活动，而是应该在工作上立足岗位，兢

兢业业；对待他人要宽容，不要斤斤计

较；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在俞和军

看来，做好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能帮

忙就顺手帮忙，有时不去帮反而会不

自在。俞和军还将雷锋精神融入点滴

小事，通过以身作则，将这种精神分享

给学生。“学雷锋不是很大的概念，以

自己的言行带动学生，能让学生感到

阳光的能量。”俞和军说。

在学校，俞和军的角色是科学教师和

班主任。“石地钱、毛地钱、抱石莲……”一

张张图配上准确的植物名，就是他开

设的特色栏目“俞老师喊你认植

物”。俞和军发现学生只看课本上的

理论很难完全理解知识点，而他们又

生活在城市里，少有机会接触到大自

然，于是就开设了微型科普课堂，常

常带着学生去校园外上课，边辨认植

物边讲植物知识。植物课堂受欢迎

后，俞和军又陆续开设了“新闻中的

科学”“生活小实验”“驴行绍兴”“苹

果的故事”等拓展选修课，这些课程

都是省市精品课程，很受学生喜欢。

凭借这些特色科学课，学生不仅学到

了课本知识，还会将之运用到生活情

境中。

课上是教师，课后则是带着学生

玩耍的“顽童”——俞和军带领学生三

人一组在篮球场上举行煤炉煎鱼比

赛；给当月生日的学生过生日；下雪天

带学生去户外打雪仗……表面是玩，

其实他是通过“折腾”来实现寓教于

乐，“比如打雪仗，在一节课中不知不

觉复习了‘力和运动’的知识点”。

俞和军特别享受班主任这个角

色，认为班主任比其他教师更能影响

学生，也更能耕耘出一片天地。学生

也很感激他，现已毕业的学生在关于

他的报道下留言：“一直记得俞老师，

初中的时候给我们领操，自费给我们

买水，自费买音响给我们放音乐，带

我们去课堂外上自然课……这些事

一直温暖着我，给我力量！”

务实的俞和军珍藏着来自学生的

自豪和感动，在接下来的日子，他想用

更多的时间发展心灵驿站，在学生的

心田上耕耘出更广的天地。

□周爱芬

教育强国，兴国必先强师，

要充分发挥教师队伍的专业支

撑与引领作用。如今，优秀教师

队伍的建设，越来越成为学校管

理的重点和难点。 我认为，如

果学校是一个圆，教师就是这个

圆的中心，其中教师的精神需求

和内驱力又是圆心的核心。学

校要探求管理中最内隐、最核心

的问题——教师自主精神、内驱

力的激发。以下三点是笔者的

基本认识：

第一，要激发教师的主人意

识。教师第一，这是学校管理的

基本原则，教师是学校真正的主

人，否则学校和学生都无法发

展。由教师们自身讨论得出的

办学目标容易被认同与内化，然

后再将其转变为日常教育言

行。人人出力促发展，办好学校

靠大家，每个人都很重要，付出

越多越珍惜。尊重教师专业尊

严：教师是教育的责任主体，自

觉自律的教育内生力决定成败。

第二，要树立关怀导向。教

师群体对精神世界的满足感、对

组织文化的敏感度，更强于其他

社会群体，所以教师既是“经济

人”，又是“社会人”，更是“文化

人”。学校要了解教师的共性与个性，关注教

师的精神需求和内驱力，因为关怀导向比任务

导向和目标驱动更有效，从人到事，先人后

事。组织是人的集合体，心理契约是组织第一

要件，法律契约是第二要件，学校管理中尤其

如此。

第三，要转变认知模式。改善教师认识事

物的心智模式非常重要，因为教师的阳光心态

和积极平和的情绪是重要的教育资源。教师

要有整体辩证看教育、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眼界

和格局。此外，教师团队合作不可或缺，要能

理解差异，乐于付出，个人团队共成长。

基于以上认识，结合学校实际，我们积极

践行智慧管理，为教师队伍建设做好服务工

作，努力促进教师的自主发展，主要有以下

策略：

一、积淀管理智慧，催生成长力量。校长

以身作则，控制隐性成本，必须少待在舒适区，

多待在学习区。要想教师成为什么样，校长必

须先成为什么样。先改变校长，才能改变教

师。校长要成为教师的榜样。

二、历练管理团队，服务自主发展。管理

行为要多服务少要求，多合作少命令，多关心

少干涉，多勉励少责怪，提升教师自主发展的

意识和能力。同时，重视系统价值链的力量，

齐心协力向学校办学目标努力。因为学校是

一个“高级别的系统”，真正重要的是整体的性

能，是动态平衡、整体协调一致的结果。

三、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绩效。学校

研究工作质量标准化和流程化，实行岗位目

标责任制，给予教师自主发展最大的空间，尊

重教师的专业地位，更多关注教师个人的优

劣势与成就。减少命令控制式，适当增加工

作的弹性与参与度。在层级管理基础上，适

当增加网状组织、动态混序组织、联盟伙伴关

系等。

四、促进专业发展，体验工作成就。学校

帮助教师形成“互帮互助、合作合力、共享共

赢”的团队发展意识和氛围，建设抱团发展的

学习型、研究型团队。其主要途径有：共享备

课资料和课程资源，评比优秀教研组和文明年

级组，组建特级教师学习团队和骨干教师学习

小组，观察学习轻负高质经验，发挥青蓝结对

双赢效应等，体验团队共研共进步的快乐。同

时，学校要为教师搭建多维平台，给他们的成

长创设锻炼和交流机会，提高研究的效度和深

度，形成个人的教育思想和风格，积淀浓厚的

教研文化。多元激励评价，以激励为主的制度

是引导教师前行的路和桥，以惩罚为主的制度

是约束教师行为的墙和沟。

五、增强家校合力，优化教育生态。家庭

是教育的“根”，学校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家校

课程，有序组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提升理

念，优化行为。社会是教育的“场”，学校要主

动“走出去，引进来”，发挥文化辐射作用，唤

起整个社会的教育自觉、教育担当。有了良

好理性的教育生态，才能激发教师工作的内

驱动力，有了良善同向的“社会教育力”，才能

建构起大家向往的优质教育。学校要紧扣一

个目标，形成家校合力，即基于办学理念整体

构建家校课程，基于学生和学校情况整体推

动。平时，学校要建设好家长委员会和家长

学校，促进家校有序合作，构建学校为主体的

家校联动，以年级为主体的家校互动，以班级

为主体的亲子互动这三个平台，实现家校合

作常态化。

快乐是一种选择，幸福是一种心态。我们

期待，教育能褪去表面的急功近利和虚假浮

夸，离本原越来越近；教师能发出深层次的快

乐与幸福。

（作者系杭州市竞舟小学校长）

□刘 强

高中新生报到第一天，我发现班级

体育特招生小汪正在宿舍玩手机。两

个小时前，他刚刚在入学协议上签了

字，如违规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到校，

自愿回家反省三天。

当班主任第一天就碰到这样的事，

我暗叫倒霉。很多班主任告诉我，这是

一个树立威信的绝好机会，况且学生还

是体招生，不仅可以灭下他的威风，还

可以杀鸡儆猴。和家长沟通后，我才知

道原来他在初中时母亲已去世，父亲又

忙于生意，对他更多的是愧疚之情。虽

然他父亲同意将他带回，但放下电话后

的我没有处理了“问题学生”后的兴奋，

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进入高中生活的第一天，小汪就回

了家，也失去了体验新生军训的机会。

于我来说，班主任的威信是有了，但却

让一个学生失去了对集体的归属感，浇

灭了以进百年名校读书为傲的自豪，也

许还会改变他对未来生活的热忱。

我将自己的想法和政教主任反复

沟通后，做出了手机依规没收直至学期

结束归还，三天回家反省暂缓，由我做

督察，以观后效的决定。至今，我都能

记得，他知道这个消息后那种充满感动

又不知如何表达的眼神。在接下来的

新生军训中，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

力，每个动作也争取做得比别人到位。

等到军训汇操比赛时，我代表班级抽到

了一号签，这意味着要第一个出场，且

分数会被压低，内心有些小小的失落和

愧疚。可这对学生来说是他们高中生

活的第一次亮相，所以很在意。大家得

知这个消息时都很泄气，甚至有了抱怨

情绪。这时，小汪却大喊了句：“拼了，

谁怕谁！”班级鸦雀无声，他带头唱起了

军训时学的那首《团结就是力量》，大家

在激情澎湃的歌声中重燃斗志，就这样

我们充满自信第一个出场并最终夺得

第一名。我很震撼，没有想到自己当初

的举动，竟会带给他，带给这个班这样

大的力量。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自制力差，经常

管不住自己，班级也会经常因他迟到、

不带校牌等小事扣分。知错不改，改了

还犯，怎么办？我又陷入了纠结之中。

“千万不要和学生挑战权力，欲除杂草，

必先种庄稼。”这句话，仿佛是一道穿透

乌云的阳光，照亮我的内心。我以学校

“班级美化”比赛为契机，推出学习、阳

光、责任、爱心、体艺五个“班级人物”评

选活动，把自己的想法和班干部沟通

后，全班一致通过小汪为班级第一季体

艺人物。他在获奖感言中这样写道：

“获得这个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

很感动，以后会做得更好。”

看着他的习惯一天比一天好，看着

他一周、二周不被扣分而告诉我时的那

种骄傲，我真切感受到了做班主任的成

就和幸福。最后在以观后效的“错误

单”上，我慎重而又欣慰地写下了撤销

“三天反省”的建议。

学生一定会犯错，而每一次的“错

误”有可能就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代价

或荣誉，也是自我蜕变与飞跃的转折点。

记得有一晚我陪学生晚读时接到

了学生小傅爸爸的电话。小傅爸爸对

我一阵感谢，情绪也很激动。这让我想

起，小傅之前一到放假就沉迷虚拟的网

络世界，亲子关系一度跌至冰点，对学

校集体生活也失去了原有的热情。有

次因熬夜太晚，早晨起床晚的他甚至错

过了到校时间。小傅虽然有点骄纵，但

是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基于这点，我

抓住这次机会，想为小傅寻一个出口，

让他重新回归班级的大家庭中来。在

学校的曲水苑旁，我们共同回顾了班级

生活的幸福点滴：同学过生日时，大家脸

上洋溢的快乐；上课时我惹得大家捧腹

的东北话；周末时我们一起玩滑轮、打球

的惬意和放松……谈起这些，他脸上呈

现的是暖色。我进而又给他看了之前过

生日时，同学为他送祝福的小视频。

我问他：“那你愿意再次和大家一

起共同守护这份幸福，并创造更多的幸

福吗？”他点点头，说：“愿意。”

进而，我让小傅负责班级的卫生工

作，看似很辛苦，却天天都在服务大家，

“经营”着这个班。在期末，他高票获得

了“劳动积极分子”称号。打电话那天

恰好是他父亲生日，小傅在爸爸生日宴

会上表达了对父亲的爱，感谢他一路辛

苦的付出和包容。父亲很感动也很激

动，突然间感觉儿子和以前不一样了，

长大懂事了。在电话这端我听到家长

发自肺腑的真诚的感谢，内心生出一股

暖流。一个行为或是一种态度可能就

给了一个家庭希望，给了一个孩子从此

不一样的明天。

他们的故事，让我深深懂得，错误

不只有批评一种方式，不要让批评成为

爱的虚妄外衣，但也不能无原则地溺爱、

纵容，我们要学会表达和传递对学生的

关爱。面对学生的错误，只要我们抓住

契机走进他们的内心，读懂他们内心深

处那急于被宽容和肯定的期待，理解那

想努力进取又无所适从的焦急，你就会

看到“错误”也可以如此美丽地绽放，也

会收获意外的

惊喜和感动。

（作者系衢
州第一中学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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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标兵俞和军：

用心灵温暖心灵

“错误”也可以如此美丽

扎染是一项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日
前，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小朋友走进义乌李祖村
本草体验园当了一回“扎染魔法师”，体验扎染
的独特魅力。图为小朋友在设计方巾图案。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我是我是““小小扎染魔法师小小扎染魔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