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
孔子曾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同样因手机引发的亲子冲突，背后却隐藏着千差万别的家

庭教育问题。以一次寒假例行的随同家访为起点，作者在问题发生的

现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背后的家庭教育境况，科学地分析症结所在，

对症下药，提供持续的专业指导。案例通过结合实际深入“问诊”、精

准“把脉”、巧妙“开方”，成功缓解母亲的焦虑情绪，化解母女间的矛

盾。三帖“药方”为亲子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可操作的沟通支架，凸显亲

子关系中相互看见、相互欣赏、相互体谅的重要作用。案例在展现一

位校长专业素养的同时，也提示我们家访、家校协同并不只是班主任

的事，更是每一个教育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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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金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郑建洪

“双减”背景下的第一个寒假，

学校组织家访，作为校长，我随班主

任一起前往。昏暗的灯光下，小童

母亲拉住我，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

“小童是大队委员，工作认真负

责，文章经常见报。”我对她有印象。

“天天半夜躲在被窝里发微信、

玩游戏。”小童母亲抽噎着，恨恨地

说，“作业拖拖拉拉，不到周日下午不

做，而且得在我的催促下才肯做”。

小童低着头，局促不安，用鞋

子磨蹭着地面。

“爸爸的话她会听一点，但她

爸经常要晚上10点才回家，有时

在单位值夜班就不回家了。爸爸

不回家，她就不做作业。

她爸还嘲笑我40岁的人搞不

定十几岁的，该好好反省。我文化

程度低，初中没毕业就工作了。小

童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很苦的。”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育儿——

“父亲角色缺失+焦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谋生不易归因为

学历水平低，不愿女儿重蹈覆辙，

一心盼望女儿能好好学习。

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

境下，母亲的焦虑升级，不免絮叨，

遇上正处于叛逆期的女儿，母女俩

闹得不可开交。

女儿为了逃避母亲，于是沉溺

于游戏。

“有文化”的丈夫不仅不支持，

反而对妻子全盘否定，妻子孤立无

援，走到崩溃的边缘，见到我就如

见到救星，悲从中来。

女儿“自暴自弃”，母亲束手无

策，母女俩已经陷入僵持的境地。

她们当前最需要的是相互看见、相

互欣赏、相互体谅。

我为她们开了三帖“药方”。

第一帖“药方”：言语引导互体谅
鉴于小童在校良好的表现，我

觉得母女关系如此紧张，母亲的责

任更大一些。于是，我语重心长地

对小童说：“小童，你看看妈妈，她

每天起早贪黑，既要工作，又要做

家务，还要接送你上下学，她的辛

苦你要学会看见。”

小童重重地点头。

“你想一想，晚上10点躲在被

窝里玩手机对吗？”

“不对。”沙哑的声音里明显带

着哭腔。

“更何况，学习是自己的事，怎

么能让妈妈催呢？你在校长眼中

可是个好学生哦，在家也应该做个

好孩子。”

我转过身，对着情绪激动的

小童母亲，我说得很委婉：“小童

学习也很辛苦，您也要看见她的

努力。如果她不想做作业，你们

两个人可以一起干家务，一起交

流学习、工作上的情况，增进母女

感情。等她恢复元气，自然而然

就会完成作业。”

第二天，我电话回访，得知小

童当晚寒假作业完成得不错。

第二帖“药方”：填写表格学欣赏
趁热打铁，我设计并打印了

两张名为“学会看见，学会欣赏”

的表格，一为“孩子篇”，一为“家

长篇”。表格用以记录家族成员

的良好表现，以及记录者的评价

与感受。

我让小童母女俩每天记录，

用成长型思维的词语（如“努力”

“坚持”“勇气”“决心”等）和句子

（如“我看见……”“我相信……”

等），赞美对方，树立双方的自信。

正月里，我偶遇小童母亲，见

她一脸的喜悦，“好多了，好多了，

我们关系好多了”。但又有些忧心

忡忡，“不瞒你说，我们前两天又吵

起来了，她没有及时完成作业，还

躲在被窝里看书，眼睛坏了可怎么

办？我是不敢批评了，怕一不小心

老毛病又犯了，再次激化矛盾”。

第三帖“药方”：转变语言更融洽
人之所以会争吵，就是因为只

接受表扬，听不得半句批评。如何

彻底转变这种状态？我又设计了新

的表格，名为“好好说话，促进提

高”。表格中有“我的劝告”一栏，旨

在发现对方的不足，并尝试运用成

长型思维语言，通过“鼓励+新目标”

的结构，提醒对方，给予期望。

我教给小童母女俩如何将固定

型思维语言转变为成长型思维语

言：“错误”变成“有益的错误”，“失

败”变成“有用的失败”，“试错”变成

“尝试与改进”，“困难”变成“我的下

一个挑战”，“你不能”变成“我目前

还不能”，“你做不到”变成“我下一

步可以尝试新的策略”……

临近开学，家访的效果呈现了

出来，小童母女俩尝到了久违的快

乐。由此可见，人的亲密关系是以

语言来维系的，由看缺点转变为看

优点，先夸优点再提意见和建议，

做到这两点就懂得了换位思考，学

会了克制情绪。

现在，小童的父亲也开始支持

母亲，教育合力形成，一家人其乐

融融。

不要皱眉，
他会给全班带来星光

□杭州市长青小学 吕 宁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星星，越是藏在浩瀚夜空中不易被察觉的星

星，越是需要教师去擦亮它。只不过我们的手里不是水桶和抹布，而是

爱与责任。当我眼前的星星一点点闪耀起来时，星光也会照亮我自己。

第一次见到小成，是在校长办公室里，这个清秀的男生躲在家长

身后打量着我，磕磕绊绊地自我介绍。

他时常眨眼睛，抽动嘴角。我知道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插班生，便

小心翼翼地跟他打招呼，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善意。

小成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像星星在遥远漆黑的夜空独自闪

烁。他看起来是那么不同，我尝试去正视这种不同，包容他、接纳他。

我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小成喜欢靠窗的位置，会在上课时站起

来向校门口张望，说是等接他放学的家人，这让我想起了小豆豆；他对

声音非常敏感，甚至会被上下课的铃声惊吓；他无法跟上课程内容，上

课经常睡着；他不会跳绳，却擅长做高抬腿，还会打一套动作奇怪的

拳；中午他总是在教室门口等，看阿姨拎来餐桶；他的表达缺少逻辑，

却在临别的时候，耐心和每一个来告别的同学说再见……

我观察着他的行为，揣摩着他的心思，幸运的是，他似乎也愿意讲

给我听。

“生物钟”是小成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他对自己的习惯有着一种

执着。

有一次，教数学的俞老师外出，整个上午安排的都是我的语文

课。当第4次看到我出现时，他崩溃了。“生物钟”被破坏，加上对俞老

师的思念，他号啕大哭。

我手忙脚乱地帮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一边维持班级秩序。

他停止抽泣，断断续续地说：“我……能给俞老师写留言条吗？”

我恍然大悟，当天的语文课内容正是写留言条，而我一直以为他

没有听课。于是，全班学生一起帮助小成写留言条。

我酸溜溜地说：“你这么喜欢俞老师，她看到一定很开心。”

小成抬头小声说：“我也喜欢你的，只是语文课太多了。”

年关将近，这颗孤独的星星将返回家乡扬州。离别时分，平时很少跟

同学有接触的小成，主动拉起小梁的手，希望他能送自己。

教学楼到校门口的路不长，但两个学生都走得很慢。直到小成的

背影逐渐远去，小梁才害羞地跑掉。

暑假快到了，我和学生们聊起暑期计划，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去扬

州找小成。

小成生日那天，学生们录制了一小段祝福；小成也录了一段回复

我们，他说话还是那样结结巴巴，眼睛还在眨巴，嘴角还在抽动，但他

能直视镜头，非常确定地邀请大家去扬州找他玩。

我有点意外，这颗孤独的星星，终究得到了爱的回应。

在这段相处中，我们逐渐找回了教育的本质——无私的爱。爱干

净的女生会帮小成打扫卫生，最调皮的男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耐

心。当一个人在努力擦亮星星时，他也会被星光照亮。

□何月丰

教师有何用？这是我们教师每

天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教师可以决定学生平时的分

数，但影响学生的并不是分数本

身，而是教师对待分数的方式。

有一次，一名学生在检测中得了

99分，只因她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计算题的答案忘记了点小数点。

我私下批评了她，跟她讲了一

次因为微小的计算失误而引发的

重大航天事故。（1996 年，欧洲航

天局“阿丽亚娜-5”火箭第一次发

射时凌空爆炸，分析事故原因时发

现，为了节省存储空间，一个需要

接收64位字节的变量使用了16位

字节。）

她非常伤心，哭着说：“下次我

会再认真一点。”

还有一次，一名学生在检测中

得了80分。

这次检测前后，他的分数都徘

徊在 60~80 分之间，但我能感觉到

他的努力。这次，我当着全班学生

大力表扬了他。

我想起美国诗人、教育家泰

勒·马里（Taylor Mali）在《教师有

何用》中的诗句：“我让 C+感觉像

一枚国会荣誉勋章/A-仿佛一记

耳光。”

现在，我让那个 80 分像一枚

“荣誉勋章”，那个99分像“一记耳

光”。我想，不管是“荣誉勋章”还

是“一记耳光”，都是作为教师让学

生成长的方式。

非常直观地看到“99＞80”，任

何人都能做得到；而看到分数背后

学生的努力，肯定并放大努力，这

就是只有教师才能为学生所做的

事情。

“他错了，掌声感谢他。”

听到这句话，或许你会觉得有

点讽刺、挖苦的味道，可我并不这

么认为。

学生提供的错误答案，其实

是在警示大家“此路不通”，帮助

大家避免重蹈覆辙。如此理解

“贡献”，“错误”何尝不是一种“正

确”呢？

课堂上的掌声，自然要送给回

答正确、精彩的学生。表扬优秀是

在树立榜样，是对优秀背后努力的

肯定。

因此，当学生举手并被点名站

起来回答之时，他是骄傲的，对自

己是充满信心的，并不知道自己的

回答是错误的。

而当学生发现自己回答错误

时，可能会感到羞愧，有一种在大庭

广众之下接受“审判”的感觉，此时

送上掌声，是鼓励他面对错误的勇

气，同样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引导。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不犯

错误，课堂应该是最能容纳错误的

地方，如果师生都能够理性看待错

误，学生就不会担心回答错误，也

就敢于举手发表观点。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

神和创新精神。作为成长中的个

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品质。

因此，学生的回答是正确还是

错误只是表面，作为教师要能够透

过现象看到背后，激发学生的自信

心和求知欲，让每名学生能在错误

中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为海盐县三毛小学校长）

□杭州市时代小学 薛 敏

那天早上，一到学校，我把女儿送进一年级教室，就回办公室批改

作文。

刚拿起红笔，我就发现最上面那本作文本中间破了一个大洞，这个洞

破得很诡异，一圈一圈，由外及里，均匀变小，最外面那圈足有1元硬币大

小，给人感觉是人为的，恶作剧？

我的怒气立马飙升：这小子平时写作文偷工减料，一篇作文只有寥

寥数语，多次指导他“细节描写、细节描写”，他就是不乐意。现在倒好，这

样的破本子也敢交上来？

我捧着作文本，到班里“守株待兔”。

不一会儿，只见盖咪咪乐呵呵地和同学边聊天边摇晃着进了教室。

“盖咪咪，你给我过来！”

听出我的语气不善，小子立马毕恭毕敬地站到我面前。

我把破本子朝桌上一摔，对着他就“开炮”：“把本子搞得这么破，还好

意思交给我？能把本子弄成这样，你也是个人才，你说说你咋搞的？”

堆积的怒气让我对着他劈头盖脸猛喷不停，盖咪咪几次想插话都没

成功。

好不容易趁我言语间歇，“这不是我弄的，我昨天交上来的时候是

好的”。

“怎么可能？昨天放学前才交的，如果是好的，在办公室一夜见鬼了

不成？”我怎么也不信。

盖咪咪辩解不成，眼角红红的，低着头不响了。

我拿了一本新本子，让他赶紧把之前的作文誊上去。

他欲言又止，垂头丧气地拿着本子回座位。

中午，女儿来我办公室，突然大叫：“妈妈，大姐姐送我的白玉蜗牛呢？”

对了，昨天我班一名女生上完科学观察课，送给女儿一只蜗牛。我

随手放在一只快餐盒里，盖上一本本子。现在盒子和本子都在，可蜗牛

不见了。

我们找了半天，最后在课桌的角落里找到了。蜗牛在一本书上，正啃

得起劲，书上赫然一个大洞……

我目瞪口呆，感觉脸上滚烫，摸上去就会起泡。怎么办呢？不承认

吧，这不道德；承认吧，师道尊严往哪搁？

我犹疑了半天，想到盖咪咪红红的眼角，还是决定去找他。

这小子还以为我是来催他的，赶紧拿出本子抄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呵呵地干笑着，努力掩饰脸上的尴尬：“那

个……那个……对不起……”

盖咪咪搞不清我这又是哪一出，惊恐地瞪着眼睛看着我。

“唉……是我，是我错怪你了。那个本子是……是多多妹妹的蜗牛啃

破的。”我支支吾吾向他道歉。

“我就说嘛。我交上来的时候是好的，你偏不信。”他激动得声音都提

高了几分。

“是……是我不好。”我赶紧回答。

看我唯唯诺诺的样子，小子很机灵地给我台阶下：“都怪这臭蜗牛。”

“对对对，应该把它煮汤喝。”我也赶紧顺坡下驴。

大概是看我认错态度好，放学后，盖咪咪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抄作文。

他妈妈以为孩子补课，感激地给我带了好吃的。哎，怎一个羞愧了得。

从那次事件之后，学生出了状况，我就会想到那只蜗牛，不再那么急

躁地下结论，更不敢随意发怒。

教育者要像蜗牛一样，慢慢来，多观察，多倾听。尊重学生，也是尊重

自己。

想想蜗牛我就冷静了问诊开方：说话方式决定亲子关系

透过分数与对错看背后

遂昌县实验小学体育节暨篮球
嘉年华活动至今已开展了20年，最
初低段比赛以班集体拍球接力、定点
投篮为主，随着中国篮协《小篮球规
则》的出台，学校开始组织班际赛。
在进行团体竞技赛的同时，推出个人
技巧赛，为每一名学生提供展示的平
台。该校拥有4名具有国家二级篮
球裁判员资格的体育教师，他们在每
个赛季负责指导，选拔优秀队员组建
校队。遂昌县中小学生篮球联赛已
经举办了15届，该校取得了21金、7
银、2铜的好成绩。图为近日开展的
篮球嘉年华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章建辉 苏 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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