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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全塘中心小学 陈雪红

去年9月7日晚上，我收到一条

短信：“老师，我家女儿说，班里有个

同学总欺负她，上次打了她的头，今

天又故意戳她。”

开学才一周，班里学生的名字还

有很多对不上，但我知道这个“同学”

是谁，是随读生小A。

课间，小A走路时重心不稳，拿

着玩橡皮泥的小棒，一不小心戳到了

女生的脸上。

事发后，我及时处理，小A还说

了“对不起”。本来我以为事情应该

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家长又提起

了“打头”的事。

我想起小A平常走路的姿势，因

为身有残疾，双脚使不上力气，走路

摇晃，两手摆动，很容易碰到人。

有一次，小A起身上厕所，手掌

拍在一个男生的桌子上，借以支撑。

那男生是个不好惹的主，二话不说伸

手一推，小A立马摔倒在地。

我赶紧跟女生家长沟通，说明小

A的行为并非故意。家长听后，表示

理解。

为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我叮

嘱小A在教室里走动时注意安全。

一年级的第一个月，学生们刚从

幼儿园升入小学，来到一个陌生的环

境，相互之间不太熟悉，心理、生理还

不太适应。一个无意的碰撞、一句无

心的言语，都可以成为告状的理由。

小A走路姿势怪异，语言表达不

清，不良印象已深深扎根在小伙伴的

心里，这大概就是“首因效应”吧。

学生不自觉地将小A排除在集

体之外，可小A偏偏要参与到大家的

活动中去，仗着自己个子高、力气大，

挤过去拿别人的东西玩，免不了出现

一些肢体上的碰撞，学生和家长的怨

言由此而生。

我想，只有大家相互体谅，减少

矛盾，才能让小A融入班级。

悦读课上，我特地选了绘本《没

有不方便》讲给学生听，让他们懂得，

对待特殊的同伴不能有歧视之心，要

伸出友谊之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没

有不方便。

我在屏幕上播放了一组婴儿照

片，小家伙虎头虎脑，可爱极了。我

让学生猜是谁，他们都猜不着。

接着，照片上的孩子越长越大，

我公布答案：“这就是小A，小时候得

了病，走路有困难，在家里是爸爸妈

妈帮助他；现在上学了，需要大家一

起来帮助他，你们愿意吗？”

“愿意！”学生看上去不再排斥他

了。下课时我特地观察，有的学生主

动找小A一起玩，小A的表情明显快

乐多了。

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同伴交往的

机会，给予他们“归属与爱的需要”

（马斯洛）。

为兑现帮助小A的承诺，中午吃

饭时，学生都争着要帮他端餐盘。

于是，我制定了一个爱心接龙方

案：按照学号轮，每周两人，一人端

菜，一人盛汤，吃完帮忙收拾，每学期

每人都能轮到一次。

看着小A被同学这样照顾着，我

感到很欣慰，但又觉得缺少点什么。

由于小A经常用手臂支撑以防

摔倒，久而久之，他的手臂力量非常

大。于是，我装作拧不开瓶盖，让学

生去叫小A来帮忙。

学生半信半疑，当看到小A轻

而易举地打开瓶盖时，都有些难以

置信。

经常闯祸，走路也走不好的小A，

竟然比陈老师还厉害？学生里三层

外三层地围着小A，像发现新大陆似

的看着他，发出一阵欢呼。

我乘胜追击：“小A真能干，是一

个大力士，大家以后有困难，都可以

找他帮忙。”

小A嘿嘿地笑着，有些不好意思。

人的内心渴望被人赏识。一个

小小的举动，让小A享受到成功的喜

悦，拉近了与同学之间的距离。

学校举行防震演习，考虑到小A

行动不便，我让他留在教室。

我们班“撤退”到操场上时，美

术教师搀扶着小 A，一步一步走

来。学生们看见，有些意外，都控制

不住地叫着：“小A，小A，你来，到

我这里来！”

小A也很开心，有些欢蹦乱跳。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在总结他

的教育经验时，十分强调集体活动对

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有些惭愧，作

为小A的班主任，应该克服困难，尽

量让小A多参加集体活动，不让他有

被孤立的感觉。

因此，后来班里搞“蒜你赢”活

动，我毫不犹豫地邀请小A一起去种

蒜头。

其实，很多活小A都干不了，但

他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乐在其中。

同组的小伙伴一边干活，一边和他交

流。蒜头种在花盆里，他们每天都围

着花盆观察，看有没有发芽，有没有

长出嫩叶。

开学的第一个月，小A确实给我

带来了极大的工作负担，我跟在他身

后，扶起摔倒的他，教育他和其他学

生，马不停蹄。

但我深知，随班就读儿童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渴望和其他学

生一样，在操场上游戏，在阳光下奔

跑，在校园里留下属于自己的足迹

和笑声。

为保证实现教学评价数据的长

期录入与对学生个案的跟进，教师需

要充分地观察，用心地思考，真实记

录随读生的成长过程。

浙江省网络IEP（个别化教育方

案）平台的建设，是特殊教育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实现了特殊学生的“一

人一案”。

用一个个数据、一个个案例去分

析指导个性化教学，进而提升随读生

的个别化教育效果，助力每个随读生

健康成长。

我依靠平台规范化的评估，把提

高随读生小A的社会能力作为首要

任务，一步步调整教学目标，通过悦

读、相处、活动等有效干预，使他改善

同伴关系、提高交往能力，尽快融入

班集体，快乐地学习、生活。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亚芬

小黄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成绩

优秀，学习积极，还是学校足球队的主

力队员，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因期末

考试语文阅读得了“良”，小黄与“三好

学生”的荣誉失之交臂。

小黄很伤心。利用这次寒假家

访的机会，我想跟他父母沟通一下。

来到小黄家，果不其然，黄爸、

黄妈说起孩子的成绩直叹气，提出

下学期他不能再花大量时间踢球

了，假期里一定要好好抓一抓文化

课，同时拿出了早已制定好的寒假

作息时间表。

显然，表格是父母制作的，作息

时间也是父母替孩子安排的。从早

上7点一直到晚上9点，除了吃饭、睡

觉，大部分都是文化课的学习内容，

用黄爸的话说，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一切为成绩让路”。

这样的学习计划不要说是三年

级的学生，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也受

不了。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份作息时间

表开始。我向家长传达了“双减”政

策和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他们如何利

用作息时间表让孩子全面发展，针对

学习上的薄弱环节查漏补缺，养成良

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并进一步发挥

足球特长。

家长听后表示一定和孩子好

好商量，量身定制一份新的作息

时间表，使之成为寒假赶超的助

推器。

第二天，黄爸把表格发给我了。

我欣喜地看到：文化课的学习内容少

了，每天多了半小时的练球时间，也

多了做家务的时间。

我又提出改进意见：把寒假分成

4个阶段，制定相应的阶段性计划。

1.从考试结束到休业式，以完成

学校作业为主；

2.从小年到除夕之前，以做家务、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为主；

3.从除夕到正月初七，以走亲访

友、实践礼仪教育、探寻家乡传统文

化为主；

4.从正月初八到开学前，以收心

为主，查漏补缺，预习新课，做好新学

期的准备。

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提前一天制

定作息时间表，确保活动有序有效。

家长表示很有道理，再次改进，

作息时间表具体到每一周，甚至每

一天。

与此同时，我或通过家访，或

利用通信手段远程指导，以点带

面，帮助其他学生制定寒假作息时

间表。

小王向奥运健儿学习，走向滑雪

场；小陈踢足球、打篮球，强身健体；

小张走进智慧书屋，成了“小小图书

管理员”；居住在白云社区的几个学

生，在家长陪同下，用压岁钱买了汤

圆慰问环卫工人……

小黄父母给孩子做的表格很漂

亮，但作为班主任，要耐心指导家

长，让寒假作息时间表中的计划更

合理。

“双减”的核心是挖掘学生的学

习内驱力，相比平时，寒假有充足的

时间让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班

主任要通过家长引导孩子“五育”并

举过寒假。

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商量，从孩

子可以接受的角度，约定好作息时

间；其次，让孩子抽空做几件有意义

的事；再次，作息时间表里要有留白，

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让“计划

赶得上变化”；最后，针对孩子自律性

不足的特点，家长要进行监督，坚持

按计划过寒假。

□杭州市现代实验小学 黄兰雅

“咦，你连这个都不会？”

“你真是个蠢货，可真笨。”

我回头一瞧，几个学生围着正在抓耳挠腮

思考的小C指指点点，不时起哄。

这个场面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班里有几个

学习上总是听不懂、跟不上的学生正在经历着

一场“语言风暴”。

传统家庭的父母极少鼓励孩子，更多的是

指出孩子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希望孩子能够扬

长避短，做得更好。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影响下，学生们只会看

到别人的短处。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学生这样为自己辩解：

“某某也没有做好啊。”或者去否定做得不如自

己的人，以证明自己并不差。

这种否定式思维破坏了友情，给很多学生

带来不小的伤害，使他们滋生“我就是做不好”

“我就是很差劲”的自我否定情绪。

长此以往，这些学生更加不愿意尝试，惰性由此增长，

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和鼓励，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

我组织召开了一堂班会课。

在课堂上，我播放了提前录制的学生嘲讽他人的话语，

请每个学生仔细听后谈谈感受，再把自己观察到的事例具

体讲一讲。

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和情境教育，很多学生都表示自

己很难过、很受伤。

在营造了良好的沟通气氛后，我通过模拟盛饭、还书、

请教作业等多个场景，大家共同构建并合理使用日常语言，

一致明确，只有言行热情有礼，才能给予他人尊重，充分理

解他人。

班会课后，我们还开展了“尊重星”“鼓励星”争章活动。

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引领者的耐心。在新的

制度施行之初，磕绊与反复是不可避免的。

当学生们无意识地发出嘘声时，过于严厉的批评无形

中又会变成一次否定式打击。学生行为有向师性，思想倾

向向教师靠拢。当教师不恰当地干涉、发火时，学生们又

一次地进入否定式的语言环境，这与我们的教育初衷背道

而驰。

教师可以筛选学生的几个闪光点加以肯定，慢慢地进

行引导。在高涨的争章氛围下，经过一段时间试行，学生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嘘声、嘲笑声越来越少。

如果有人遇到困惑，学生会选择讨论来帮助其解决。

不仅仅在日常交流中，就连做作业、阅读时，学生也能

自觉、安静地思考。

“班级无小事”看似简单，意义却不可估量。当“小

事”发生时，教师不能一味责怪学生，而要站在学生角度，

帮助他们发现不易察觉的“小问题”，一点一点滋养出真

善美来。

白墙上有个黑脚印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早上，我的椅子还没坐热，小阮就跑进办公室说：“老师，

教室的墙被人踩了一个脚印。”

我走进教室，看见已有四五个学生在围观，他们看到我

进来就散了。

这是一个右脚印，脚尖向下，在黑板的下方，离地面

30厘米左右。我问那几个早到校的学生：“你们知道是谁

弄的？”

他们摇头。

等学生到齐后，我指着脚印，又问了一遍。沉默片刻

后，小张站起来说：“老师，这脚印昨天放学前就有了。”

小金也跟着说：“是的，是的，我也看到了。”

“有谁在更早的时间里看到过？”我这一问，教室里顿时

鸦雀无声。

等了好久，都没有学生回应。我看到他们一个个正襟危

坐，大气不敢喘一口，便微笑着说：“你们是不是觉得老师生

气了？没有，老师不生气，知道为什么吗？”

学生好奇地看着我，摇摇头。

“我猜，踩这个脚印的同学，说不定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

踩上去的。你们看，这脚印的脚尖向下。”我边说边演示，“这

个同学应该是背靠墙壁时，右脚不自觉地抬起来，在墙上一

踩，是无心之举。但是，这个黑脚印留在墙上总不好，你们

说，怎么处理？”

“拿刀片把脚印刮掉。”

“用白漆涂一遍。”

“老师倒有个想法，对这个脚印进行艺术加工。”随后，我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生。

午自习时间，几个女生按照我的要求，根据脚印大小，用

一张红色卡纸，剪出一个卡通脚丫，贴在脚印所在位置。

脚丫上，打印了两句话：“走好人生每一步。——丁瑜佳”

“登上高峰从第一步开始。——董雨泽”这是我从学生那里征

集来的。

就这样，黑脚印成了励志符号，而这面墙成了漂亮醒目

的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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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天天补课，那还放什么假

宁波市镇海中学历史上组建过多支学
生乐队，有寝室乐队，也有社团乐队，比较
有名的是 2004 届 414 寝室学生组建的
414 乐队，以及 Polar Day 乐队。Polar
Day乐队从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场
“极昼”演唱会。近日，春光明媚，学生们在
校园里摄制MV。图为音乐教师丁望峰与
学生自弹自唱《童年》。

（本报通讯员 曾昊溟 摄）

点评：
学生寒假期间学习规划的制定、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是“双减”背景下

的一堂必修课，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进而实现可持

续的终身发展。本案例聚焦“双减”背景下的寒假生活、学习指导，教师循序

渐进、逐步引导、合理建议，将家长为孩子制定寒假计划的现状转变为家长

和孩子共同参与、量身定制，通过正确引导、合理规划，实现亲子之间的同频

共振，助推了孩子成长，促进了家校衔接，激活了“双减”效果。

点评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关兴莹

春光在指尖流淌春光在指尖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