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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
屠剑巧

几年前，我到农村学校交流轮

岗，中途接手了402班，认识了老实敦

厚、性格内向的小杰。

看学情记录，我了解到：小杰妈

妈在他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因病去

世，小杰爸爸是轨道交通施工员，常

年在外工作，唯一能照顾小杰的亲人

是爷爷。

一、借给学生一双自尊的鞋
新学期学校将举办10岁成长典

礼，其中有一个学生收礼物的环节。

家长们准备好了礼物，陆陆续续送到

学校。

可是，直到活动前一天，我都没

看到小杰的礼物。

我赶紧联系小杰爸爸，接连打了

几通电话，对方始终无人接听。

时间紧迫，怎么办好呢？

我从心愿墙上找到小杰的心愿，

上面写着：“我喜欢足球，我想要一双

足球鞋。”

那天下班后，我径直赶往体育

用品店。正当我要给小杰买足球鞋

时，小杰爸爸打来电话。了解情况

后，小杰爸爸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

向我表示感谢，并且承诺自己今后

一定会多跟家里联系，多关注孩子

的情况。

第二天，我趁办公室没人，把小

杰叫来。

看着我桌上堆得满满的礼物，小

杰低下头去，不停地搓着衣角。

我说：“小杰，爸爸如果不是工作

真的太忙，是肯定会记得给你买礼物

的。老师这里有一双足球鞋，先借给

你，当成长礼好吗？”

我把鞋子递给小杰，小杰下意识

地往后退。

我想，也许是自尊心的缘故，就

赶紧补上一句：“这双鞋是暂时借你

的哦。你穿上这双鞋，出战下个月

的校园足球联赛，为我们班好好表

现呀。”

从班级荣誉的角度游说，小杰只

能点头默许。

二、送给学生一双自信的鞋
赛季开始了。一天早上，我为了

值周，很早来到学校。晨曦中的操场

上，一个跃动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

意。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小杰。

他正对着球门反复练习射门的

动作，脚上穿着的正是那双我“借”给

他的球鞋。

我悄悄离开，从门卫那里了解

到，这几天小杰很早来校训练。

在小杰和其他队友的共同努力

下，作为小组出线困难户的我班，

最后竟然奇迹般地收获年段第4的

成绩。

在学生们的交口称赞中，小杰慢

慢变得有自信了。

和以前一样，我把小杰比赛时的

照片发给他爸爸，他回复了一个“谢

谢”的表情。从小杰的周记里我了解

到，小杰爸爸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比

以前多了。

后来，我推荐小杰加入了学校足

球俱乐部。

一天课间，小杰走进我的办公

室。他低着头，双手紧紧捧着我给他

买的鞋子。

我打趣道：“怎么样，这鞋子踢球

不错吧？你现在可是学校足球俱乐

部的一员，要是没球鞋可怎么训练？”

小杰默不作声，小手轻轻摸着

鞋面。

我提议道：“这鞋呢，还没有更合适

的主人。要不你先收下，等你长大了、

工作了，再把鞋子的钱给我。好吗？”

小杰为难地说：“听他们说，这鞋

要五六百元呢。”

我爽快地回应：“那就便宜点，卖

给你200元怎么样？”

小杰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兴奋地问我：“真的吗？”

我郑重地朝他点点头。

三、奖给学生一双自立的鞋
一个学期过去了，小杰又一次出

现在我面前。

“老师，这是鞋子的钱。”他把手

里的一叠钱放在我桌上。

原来，暑假里，小杰跟爷爷一起

卖废品，赚了一笔钱。看得出，他很

想向我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灵机一动，收下他的钱，然后

又从钱包里掏出两张崭新的100元递

给小杰。

我说：“鞋子的钱我收下了，这是

你上学期的奖学金，希望在新的学

期，你能让自己各方面的表现都像足

球一样滚滚向前。”

新学期，小杰各方面的进步特别

大，他还成了校园“小义工”，经常能

看到他积极劳动的身影。

还有一个喜讯，小杰爸爸正式向

单位递交申请，将岗位调回原住地。

每个学生都有一条成长的路，教

育就像学生脚下的鞋，而作为班主任

的我们，就是那个制鞋人。

送学生一双“雨鞋”，让他们更加

勇敢地面对成长的洗礼；送学生一双

“增高鞋”，让他们垫垫脚，收获成功

的喜悦；送学生一双“水晶鞋”，让每

一个平凡的生命都绽放出属于自己

的精彩。

岁月如歌，生命似途。愿每一个

学生都能拥有一双好鞋，走稳、走好

人生的每一步。

●点评：
哈珀·李在其杰作《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指出，“你永远也不可能真

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

题。”作者用这则动人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班主任作为

学生成长之路上的重要他人，应努力成为“制鞋人”。他不仅需要了解

每个学生的“尺码”和“脚”的特点，还要努力送上一双让其走稳、走远的

成长之鞋。成为这样的“制鞋人”，首先，班主任需要有关爱学生的心

灵，以及发现和看见学生困窘、困顿的眼睛；其次，需要读懂、理解学生

的智慧，能够因人而异、因材施

教、量身定制，制订“合脚”的帮扶

方案；最后，要能如苏霍姆林斯基

语所说的那样，能够“像对待荷叶

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

学生幼小的心灵”。即便是帮助

学生，也需要小心呵护他们的宝

贵而脆弱的自尊心。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赠学生一双成长之鞋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陈畅畅

六年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尤其是男生精力特别

旺盛。上课拘束了40分钟，一到下课，学生就是疯玩。男

生能玩什么？你推我搡，追追打打，不仅影响课间秩序，而

且容易出事。

我利用谈话课、班队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收效

甚微。

这几天身体不适，医生说我运动量太少。我就利用空

课时间在操场跑步，一圈、两圈、三圈……

我刚停下，想着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只见两

个捣蛋鬼，一边喊叫着一边追跑。

我赶紧叫住，说你们既然喜欢跑，那不如跟陈老师去

操场跑几圈。

跑完三圈，这两个学生气喘吁吁，用手撑着腿，慢慢走

回教室。一个上午，他们看上去安分守己不少。

这大概是“能量守恒”定律。如果“皮猴子”们一天要

消耗的能量是恒定的，通过运动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那

么文明课间是不是就指日可待？

这样想着，第二天我就安排班长领队，在大课间带着

全班学生到操场上慢跑三圈。尝试下来，觉得效果不错。

学生们有序、安静地回到教室休息，或到走廊上望远。

针对几个能量爆棚的学生，我特别成立了一支陪跑小

分队，让他们陪我跑步。

本来还担心他们不配合，结果一听是陪老师跑步，他

们竟然都很乐意，还说：“三圈小意思，我还能再跑。”

跑步过程中，他们非常享受超越我的感觉，时不时地

要表现一下脚下生风。

“您要加油哦。”

“陈老师，您才跑两圈？我都三圈了。”

……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在这个跑步计划的

实施下，课间打闹的身影少了，在座位上休息的学生多

了。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身体、消耗了能量、文明了行为、拉

近了距离，还战胜了班主任……真是一举多得。

果然，班主任当得轻不轻松，得看脑子灵不灵。一个

好的管理计策，那效果真是事半功倍，妙哉妙哉。

□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 祝淑君

一、爱，并不万能
几个星期前，有教师借我班上

课。在课前谈话中，教师抛出这样一

个话题“我是（ ）”。

学生们很兴奋。“我是学生。”“我

是儿童。”“我是我。”……一番热闹的

交流后，班里渐渐安静下来。

就在这时，角落里突然爆出一个

不怀好意的声音：“我是你爹。”

不用看，我知道，那是班里最小

的学生“小金鱼”又开始使坏了。

我迅速站起来，狠狠地看着他，

可他竟对着我笑。

一时间，他的种种“恶行”无法控

制地钻进我的脑袋。就这样熬过一

节课，怒火有些平息。我想到陶行知

“四颗糖”的故事，要不我也试试爱的

教育？

我准备了一些小零食，把“小金

鱼”叫到办公室，很温柔地请他坐下，

但他只是远远地站着。

我表扬他能大胆表达，并试图把

小零食奖给他，可他说：“上火。”

我再问他，觉得在课堂上说“我

是你爹”好吗？他想了想说，是老师

让大家自由说的。

“好吧，但说话要分场合，下次不

要这样。”我又一次试图奖他小零食，

被他再一次拒绝。

对话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陶行知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可是你看，爱也不是万能的。

二、没有爱，万万不能
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爱和教育的

关系，过了几天，“小金鱼”又闹脾气了。

课间，他想和小乐一起整理图书

角，小乐嫌他个子太矮，够不着，便抢

着做。这一嫌弃，一争抢，“小金鱼”

就爆发了，一把把小乐推倒在地。

我扶起小乐，心想反正爱不管

用，这次干脆就来个“以暴制暴”。

我不由分说地批评起“小金鱼”

来，没想到，他竟对着我大喊：“我就

是坏孩子。”

“小金鱼”彻底变“坏”了，不听

课，不交作业，越来越会发脾气。

我有些后悔。我知道，“小金鱼”

这样是有原因的。他跟外婆生活到5

岁才回到母亲身边。他的母亲脾气

很暴躁，张口闭口就说儿子不懂事。

当“小金鱼”表现不好的时候，母亲就

会惩罚他，有一次竟把他的衣裤脱

光，让他站在校门口。

“以暴制暴”对“小金鱼”来说已是

家常便饭，假如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

一样，只有“暴力”，他又怎会改变呢？

看来，教育中没有爱，万万不能。

三、真诚的爱，创造无限可能
都说班主任要善于捕捉教育契

机，我一直都在等，等着有那么一个

机会，可以走进“小金鱼”的心里。

有一次，我布置“整理达人”的劳

动作业，家长们纷纷在群里发出孩子

整理的照片。在众多照片中，我看到

“小金鱼”的照片，他正一丝不苟地整

理着自己的书橱……

是的，读书是他的爱好。那么，

能不能从他的爱好入手？毕竟，爱，

要投其所好嘛。

于是，在班干部换届竞选中，我

特意为“小金鱼”颁发了图书管理员

的委任状。

后来，我经常能在课间看到“小

金鱼”整理图书的身影。

一次班会课上，我在屏幕上呈现

了一组图书角的照片。起初，书橱是

乱七八糟的，接着，“小金鱼”上岗了，

在他整理后，每本书上有了标签，分

门别类，越来越整齐。

学生们看着看着，自发为“小金

鱼”鼓起掌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天放学后，我又把他请到办公室。

这次准备的不是零食，而是他最

爱的书。果然，小家伙没有推辞，他

兴奋地把书揣进怀里。

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小金

鱼”默默地当着图书管理员。我想，

他在整理图书的同时，也整理着自己

的心情。

他的作业写得越来越清楚，和同

学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原来那个经常

哭闹的小男孩不见了，我看到的是一

个越来越阳光的、经常在我身边帮忙

的好学生。

在前不久的周记本上，“小金鱼”

这样写道：“我想做一个好孩子。”

原来，真诚的爱，可以创造无限

可能。

从“我是你爹”到“我是坏孩子”，

再到“我想做一个好孩子”，是属于“小

金鱼”的进步；而从“爱并不万能”到

“没有爱，万万不能”，再到现在“真诚

的爱才能创造无限可能”，属于我——

一个班主任的成长……

擦窗台在我们班
不是小事
□景宁畲族自治县毛垟乡中心学校 陈宁琛

开学第一天，我安排学生打扫教室。检查时，我发现

窗台依旧很脏。

我并没有直接指出，而是组织全体学生一起检查窗

台，让学生发现还有一些地方不够干净。

“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把窗台擦干净？”我问。

无人举手，遭受冷遇。我想了一想，再问：“陈老师

现在把窗台分成三部分，分别请3个同学来擦，每人负

责一块。”

终于，一个女生举手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我选了3个学生，并吩咐道：“擦完要把抹布洗干净挂回

原位。”

第一个女生动手了，她先细心检查抹布，发现不太干

净，于是跑到洗手池洗抹布，然后小心翼翼地擦起来。

我提醒其他学生观察：“你们发现她的动作有什么

变化？”

“她的动作很慢，很小心。”一个学生答道。大家也注意

到她先洗干净抹布的动作，而且擦完后她又去洗了抹布。

我让另一个学生去检查，学生反馈：“她把窗台擦得

很干净。”

学生们自发为她鼓掌。

有了第一个女生作表率在前，第二个女生接过抹布

后，动作更是慢了许多，其他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突然，她遇到了难题，大桌子挡住了窗台的一部分，女

生的手不够着，怪不得这部分窗台之前没擦干净。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她吗？”我问。

“我来帮她。”一个男生自告奋勇，伸直手臂去擦，但还

是有一个小角落鞭长莫及。

“这张大桌子难道就不能移动吗？”我提示道。

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几人合力把桌子移开，第二个

女生便轻而易举地完成擦拭。她也得到了检查的学生肯

定的评价。

最后轮到的是一个男生，他效仿前两个同学，擦干净

窗台，洗干净抹布，并将抹布挂回原来的位置。

我特别表扬了他能记住老师的要求，并请一个学生来

检查。他查得一丝不苟，指出有一些角落没有擦干净。

“你可以帮助他把这些角落擦干净吗？”我问。

他的扫尾工作异常认真，有些地方还擦了两三遍，确

认干净才肯罢手。

这次换原先的那个男生检查，回复是“都被擦干

净了”。

“你以后能不能像他一样，一次性就把窗台擦干净？”

我问。

“能。”他的回答明确而有力。

像擦窗台这种打扫卫生的“小事”，容易被我们忽视，

使得学生无法在劳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教

师的引导下，学生们共同关注这样的“小事”，研究它的每

一个步骤，可以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劳动，收

获成功的喜悦。

爱的三部曲

活力需要释放
而不是压制

为缓解小班幼儿的入园焦虑，湖州市仁皇山中
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样的游戏活动，让幼儿在沙水
游戏和积木游戏中体验建构的乐趣、在娃娃家游戏
里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在涂鸦游戏中探究多种颜
色的变化，帮助幼儿拥有平静、愉快的情绪，每天爱
上幼儿园。图为孩子们正在参加涂鸦活动。

（本报通讯员 赵彩秀 邹丽君 摄）

小小涂鸦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