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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实验学校新湖校区
余 君

排座位是每个学期开学必做之

事，看起来这是一节课就能解决的

问题，但假如处理得不好，家长会抱

怨个不停。其实，排座位暗藏玄机，

只要排得巧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会因此而高涨。

猜猜谁是同桌的“你”
“新学期到了，你又要有新同桌

了。猜猜谁会是你的新同桌，给他写封

信，聊聊你期待的同桌相处模式吧。”

本学期开学前一天，我在班级

中发起“我给同桌写封信”活动。

每个学期，学生都会换一个新

同桌。6年下来，会和12个同学成

为同桌。

学期开始时，学生们总对自己

未来的同桌是谁充满好奇。

上个学期的同桌开朗活泼，下

个学期遇到的可能是内敛寡言；上

个学期和学霸坐一起，下个学期的

同桌可能连自己都不太管得住……

我有意识地给每个学生搭配不同类

型的同桌。

我想，学生将来走入社会，遇到

的人形形色色，不一定都是称心如

意的伙伴；通过更换同桌，改变学生

身边的交际环境，锻炼学生的人际

适应能力。

在与同桌相处的过程中，学生

们会暴露出不同的问题。比如，有

的学生会瞧不起成绩比他差的同

桌，有的学生面对同桌的不时干扰

束手无策……问题的解决过程和情

感的磨合过程，也是改变与完善自

己的过程。

提升小组团队凝聚力
除了同桌，前后桌也很重要，我

们有意将小组安排在一个区块，以

便成员之间互帮互助。

尽量将不同个性和不同学习程

度的学生安排在一组，各组旗鼓相

当，竞争氛围浓厚。

为了团队荣誉，先进会自发督

促和帮助后进，在你追我赶中，大家

轮番获胜，共同享受奖励。奖励又

给下一轮比赛注入激情，良性循环

就此形成。

并且每个学期组队的学生不

同，既有新鲜感又有挑战性。

按小组分座位为班级整体教育

带来契机，学生团队凝聚力明显增

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在一次次团

队活动中渐渐提升。

高个子也能坐第一排
班级排座位一般根据学生身

高，排完后学生坐第几排相对固定，

坐第一排的抱怨吃粉笔灰，坐在最

后面的抱怨看不清黑板。

从教师角度来讲，坐在前排的

学生容易对教师的督促产生依赖，

坐在后排的学生因离教师距离远而

容易开小差。

这里有一个办法，除了纵向按

身高排，也可以横向按身高排，两

者交替进行，至少个子最矮的学生

也可以在前三排之间轮换，能打破

座位区域定式，避免学生产生懈怠

心理。

改变既定规则后，高个子学生

也常进入教师近距离观察的视线

内，矮个子学生也尝试在后排区域

挑战自控能力。

家长也普遍认为，这样的排座

位方式更公平，并且有利于保护学

生视力，心中的抱怨自然化解。

同桌VS同桌，近水平对战
同桌是互相帮助的朋友，也可

以是互相比赛的对手，大家在良性

竞争中获得共同进步。

当然，在能力相当的伙伴间开

展竞争才有意义。

“你觉得班里哪些同学和你各

方面表现差不多，可以成为你的竞

争伙伴？把他的名字写到小纸片

上，老师想办法让你们成为同桌好

吗？”我在班里宣布。

成为同桌后，同桌二人制作竞赛

表，竞赛内容不但涉及学习，还可以涉

及习惯养成、劳动、体育等多个方面。

同桌之间每天根据竞赛规则互

相评价，在竞赛表相应栏目内适当

加减分。一个月后，结合教师评价

评出最终获胜者。

为让同桌间的竞争更有仪式

感，我在月末手写光荣榜，公布获

胜方的名字，并让失败方为获胜方

点一份20元以内的外卖送到家中。

不论这次胜负如何，在新的一

个月来临时，学生们将重燃斗志，投

入与新同桌的竞争中。

□桐乡市振兴西路小学 盛晓丽

三年级下学期，我所带的班级

参与学校组织的“生态园土地竞拍”

活动，并如愿以偿竞到了自己喜欢

的地块。

我带着学生们在生态园里一起

松土、种植、除草、施肥、浇水……学

生们总有使不完的劲，争着抢着做

园子里的活。

在学生的辛勤劳作和兴奋翘首

中，终于等来了开花结果，学生们一

有空就往生态园奔。

这时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情：今天这个西红柿掉了，明天那个

小西瓜不见了，学生们经常来报告，

是谁在搞破坏？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

突然，一阵阵响亮的喊叫声由

远而近，学生们说小皓偷摘了一只

青番茄。

上课铃响了，依然不见小皓的

踪影。

我找了一圈，没找着。

一节课上完了，还是不见他

人。很快就要放学了，我派了一个

学生再去找。

他出现了，是隔壁班的班主任

找到的。

他耷拉着脑袋，双眼盯着地面，

一直双手不停搓动，等待着对他的

狂风暴雨。

发生这起“青番茄事件”，不管

当事人是出于什么心理，他已经在

外面“流浪”了两节课，内心已备受

煎熬。如果再批评教育，他只会负

隅顽抗。

我决定把此事缓一缓，于是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发生，笑着说：“要放学了，你今天不想回家吗？”

他先是一震，便一溜烟地跑回教室整理书包。

“缓兵之计”并不是对学生无理要求的妥协，而

是关注学生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以让学生更易接受

的方式达到教育目的。

它是一种工作艺术，能避免矛盾激化，可以解

决班主任工作中不少棘手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对“青番茄事件”只字不提，学

生们都以为我忘了。

小皓早已恢复往日的活泼，趁他高兴，我悄悄

问他：“为什么昨天摘人家的青番茄，老师相信你不

是出于恶意，但需要知道真相。”

他用清澈的眸子看着我，又把头低下去了。

我鼓励他：“真的，相信老师。”

他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慢吞吞地说：

“看着它很可爱，我就用手点一点，它晃来晃去，

就像荡秋千一样，挺好玩的。一用力，它就掉下

来了。”

多么调皮又天真的男孩，竟把番茄当作小宝宝

荡秋千，那番茄落地完全是个意外。学生们小题大

做喊“捉贼”，着实把他吓坏了。

而我也误解了他，还好用的“缓兵之计”遮掩了

我的过错。

今天，我得还学生一个清白。

为了证实小皓解释的真实性，我趁着空课时间

来到生态园。这几天正是番茄的生长期，茂密的枝

叶四处伸展，有的垂在了地上。

我刚想把番茄苗扶正，手指无意中轻轻一拨，

青番茄一声不吭就掉了两三个。

我好不心疼。这下真相大白了。我特意将现

场用手机拍摄下来。

下午班队课，我特地拿着两个青番茄走进教室。

“这是小皓去403班采摘的。”学生们喊道。

看着学生们激动的样子，我笑着问他们：“那是

你们亲眼看见的吗？”

“他拿在手里，不是摘的难道是捡的吗？”小昭

有点咄咄逼人。

我平静地问道：“那么，你们知道小皓为什么要

摘青番茄吗？”

“不知道。”

“他见不得人家的番茄长得比我们的好。”

“眼见不一定为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听我这么说，学生们一下子愣住了，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然后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

于是我把在生态园拍摄的视频播放了一遍，学

生们瞬间安静下来了。

“昨天我在拔草，也看到有几个青番茄掉在地

上。”一个女生微小的声音从教室角落传过来。

我让小皓走上讲台，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

诉大家。小皓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有视频佐证，

他讲起来也有底气了。

听了小皓的解释后，学生们长时间陷入沉默。

我打破了这份宁静：“当我们看到问题时，需要

冷静思考，了解事情真相；而不应该盲目跟随瞎起

哄，更不该到处嚷嚷。小皓昨天受了惊吓，大家想

要对他说些什么呢？”

“对不起，小皓。”学生们响亮地回答。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事情弄清

楚，就过去了。小皓，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我没有想到告诉大家真相，而是逃避，我不够

勇敢。”

这时，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看着学生们那天真可爱的模样，听着学生们朴

实无华的言语，我忽然觉得他们仿佛就是一个个青

涩的小番茄，经过此次“青番茄事件”的洗礼，他们

也将茁壮成长。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 王志昂

家长会结束已经快晚上9点了，我被几个家长

“缠”住交流，忽然瞥见门外闪过一个身影。

定睛一看，原来是已经上中学的“爱卿”。

他说，听说今天学校召开家长会，就专程跑来看我。

虽然这是他极其微小、极为普通的一个举动，但

对于我来说，甚感欣慰。

2018年秋季开学前，我接到分管校长的一个电话，

问我能不能接手601班，我没细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接手之后，从同事的提醒中，后知后觉的我才明

白，分管校长的那声“谢谢”水很深。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班中竟然藏着什么

“四大金刚”“五大天王”之类，“爱卿”就是其中的“佼

佼者”，甚至闻名校外。

他姓“卿”，“爱卿”是我对他的爱称。

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三进宫，被判无期；母亲离

家出走；曾被姑姑领养一段时间，最终由叔叔婶婶

抚养。

他曾带着伙伴行窃、吃霸王餐，在校外恐吓、殴

打、抢打低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当众侮辱年轻女教师，

欺负同学、抄袭作业、扰乱课堂秩序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爱卿”在校外把一个学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威胁

不得告诉老师和家长。对方家长来校要一个说法，要求和“爱卿”

家长对话，确保孩子今后的安全。

“爱卿”的叔叔就是不肯出现，最后撂下一句：“跟他爸一个德

性，迟早会进去。”

另一次，“爱卿”在美术课上扰乱教学，美术教师说要报警，他

嬉笑着说自己派出所都进过两回了。

面对这样一个学生，我还是充满信心。

我坚信：严格，一定能规范他的行为；关爱，必定能温暖融化他

的寒意。

在这一学年里，慢慢地，学生终于转变了。

一、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果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唱高调，那么“没有不能教的学

生”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学生毕竟还是学生，学生的天性就是渴望独立，就是爱犯错

误。面对“爱卿”的错误，放任不管肯定不行，但是过分当回事，也

是没用的。

通过正面引导和批评教育，在家长配合下，“爱卿”也经常表现

出“浪子回头”的状态。

有时，根据他嘴馋这一特点，适时奖励点好吃的；期末考试能

及格，答应奖励他一个鸡腿。

对短暂的进步及时予以精神鼓励，能坚持一段时间不惹事

就行，学习方面的要求就更宽松了，咱总不能压得他喘不过气

来吧。

二、有所严，有所不严
教育首先是服务，管理首先是尊重，相处贵在信任。

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放松常规管理，但绝不是管得越严越好，

跟得越紧越好。对于“爱卿”更是需要这样，否则可能引起他的

逆反。

对于“爱卿”的教育，我坚持既讲原则，又充分关注他的反应。

一方面严格要求他；另一方面让他协助班级管理，培养他的自我约

束能力。

对于他无伤大雅的恶习，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位老教师说：“他的目光变得和善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大吵大闹。这时，在家长的配合

下，我们策划让他体验一天建筑工人的生活。他终于有了很大

的转变。

从教20多年来，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爱卿”：有的逃学、厌

学，有的嚷着跳楼、割腕，有的自卑、孤僻，有的无法无天……

未来，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爱卿”，我将一如既往地用真诚去

关爱他们，去感染他们，去影响他们。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吴良斌

“吴老师，吴老师，小明又不肯去上体

育课了。”有学生来报告。

我急匆匆赶到教室，看到小明坐在自

己的座位上。我问他为什么不肯去上体育

课，他就是不肯说。

我心里有股火在冒：“学校不是你家，

在学校就要守规则，课必须要去上。”

“我不要去，我跑不动，天又这么热。”

“你都这么胖了，一定要去运动。”

“不要，我就不去，胖死算了。”

他逼得我使出“绝招”——硬生生把他

拖出教室，拖到操场。

体育课、大课间，每次都是这样。但就

算是被我拖过去，他在那里也不愿意多动。

因为胖，他应该多运动；但就是因为

胖，他一点也不爱运动，一动就出汗、就气

喘吁吁，感觉很累的样子。

我跟他说：“你再这样下去会更胖，以

后上楼都困难。”

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体检，班里学生

都测完回到教室，唯独他没有回来。

我担心他跑哪里去玩了，亲自去找，看

到他还在体检的地方排队。

“怎么这么慢？”

“血压太高，医生让我再测一次血压。”

我一看他的血压：155/98，真的很高。

我趁机问他：“知道为什么你的血压那

么高吗？”

“不知道。”

“因为你太胖了，而且不愿意运动。你

知道血压高有什么危害吗？”

“不知道。”

“还记得前段时间吴老师请了一个星

期的假吗？因为吴老师的爸爸中风了，半

边瘫痪，动不了。这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引

起的。你现在还未成年，血压已经超标了，

会很危险，可能出现头昏、晕厥。你必须要

动起来，还要控制饮食。”

“真的吗？”

“不信，你可以回家自己上网查。这个

周末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以不运动吗？我可以少吃点。”

“你现在不运动，将来可能一直躺在床

上，想动也动不了，好吃的东西也吃不了。

你愿意吗？”

从此以后，我明显看到，体育课、大课

间他都主动走出教室，不用我再去拖他了。

虽然大家在做操的时候，他只是在那

里乱甩胳膊，跳绳时候只能跳几十个，但相

比以前进步多了。

他的体重在减轻。我想，等他体重再

减轻一点，他会动得更多。

小明容易钻牛角尖，他要是不愿意，怎

么都拗不过。刚好碰到体检这个千载难逢

的机会，又有我家人活生生的例子，他认识

到自己需要改变。

眼
见
不
一
定
为
实

被忽略的教育契机——排座位

我
的
﹃
爱
卿
﹄

说服学生只需要一个机会

诸暨市浣纱幼儿园教育集团苎萝幼儿园是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该园利用户外
活动时间，将足球运动融入幼儿日常活动。教师根据不同年龄幼儿的特点，创设有趣
的游戏情境，让幼儿在愉快的氛围中自主探索。该园还定期开展与足球相关的系列活
动，如足球嘉年华、亲子足球赛等。图为教师李斌在指导幼儿踢球。

（本报通讯员 郭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