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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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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区岷山学校
邵佳凤

“女儿上学期期末考得不错，想要

奖励。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就想让

我在红绿灯路口接她。”一个学生的妈

妈告诉我。对这样的“奖励”，我摸不

着头脑。

因学生数量庞大，我校设置了几个

不同的接送点。我班的接送点离学校

较近，如果家长在红绿灯路口接孩子，

路程反而更远。

“她想一个人走上10分钟，这是她

最自由的时间。”这个妈妈说。

我恍然大悟。不光是家长，大人都

一样，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分干预。

作为教师，我也是恨不得把学生锁在教

室里。

有些学校甚至让教师在教室里办

公，教师专座就设在教室后面，学生无

论上课、下课，都生活在教师的眼皮底

下，好似犯人。

其实，我何尝不想给学生自由的时

间？但又怕学生出事，怕他们不能管好

自己，所以管理方式就简单粗暴了起

来。久而久之，学生丧失了培养自我管

理能力的机会。

学生想要更多自由的时间，渴望

“没人管我”的状态。那么，哪些时间学

生是自由的呢？

从课表来看，主要是课间 10 分

钟、午间饭后。但实际上，课间经常

被用来订正作业，或被教师拖堂所占

用，加上目前流行的“教师提早3分钟

候课”，这些使得10分钟的自由无法

保障。

相信许多教师跟我有一样的苦恼：

学生们下课最喜欢跑的地方是厕所。

有几个男生，一下课就往厕所跑。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需求，也不能制止，不过我从其他学生

的反馈中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

厕所，而是一个可以放松的空间。

实行课后托管服务以来，学生的

在校时间被延长，受“监管”的时间也

变长了。

针对这种情况，本学期，我给学生

设置了一个放松时间段，大约5分钟，

叫作“一首歌的时间”。

到点了，我就打开教室里的电脑，

播放周杰伦的《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

大概是4分14秒。

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跟朋友聊

天，可以读自己喜欢的小说，也可以发

呆……无论想干什么事情来放松都行，

只要不违反校纪校规。

这时，我会很“知趣”地离开教室，

回办公室。

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学生们有点

蒙，不知道该干什么。有很多学生还担

心，教师是不是就躲在门口，或者会突

然杀个回马枪。

后来他们发现，教师真的是5分钟

之后才回到教室。在这之前，他们聊

天、玩闹，真的都是自由的。

不过，新的问题出现了，他们的声

音太大了，整条走廊都能听见。我又跟

他们约定，不能影响其他班级，而且等

背景音乐结束之后，要回座位做好下一

节课的准备工作。

这样，半个学期下来，学生们每天

都有大约5分钟的时间，用来自我放

松。这个时间可以安排在任一休息时

段，可以是课间，可以是午饭后，也可以

是放学前。

有时候，我来不及放音乐，就会说：

“来，我们聊5分钟的天。”

只要教师善于把控，就能见缝插

针，挤出几分钟的时间，把自由还给

学生。

学生有了独处的空间和自由的时

间，可以干什么呢？

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没人干预。此

时此刻，他们是自由的，他们需要思

考。也许是昨晚父母说的一句话，也许

是小伙伴之间的小秘密，也许是天边飞

来的一只鸟，都能够让他们思考许久。

教师要做的首先是确保这个场所

的安全性。

我们学校有一条河，河边是危险区

域，哪怕建有围栏；还有高楼的窗边，也

要严加注意。

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天气晴好

的时候，午饭后这段比较长的休闲时

间，可以带学生去一个安全的空间，比

如操场的一个角落，或者小广场的草

坪上。

我就远远地看着他们，不去干预。

学生有的躺在塑胶跑道上晒太阳，有的

趴在草丛里找小虫子，有的观赏着路边

的小花小草。这时可以看到他们最放

松、最真实的一面，哪怕那些在课堂上

不敢举手发言的学生，也会展露出满面

的笑容。

除了还给学生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更重要的是巧妙运用各种方法来调动

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学生学会自我

管理，教师才能从“保姆”的状态中解放

出来。

我认为教师要能够向学生示弱，但

很多教师做不到。其实适当的示弱并

不影响教师的权威，反而会让学生觉得

教师很亲切，从而愿意更积极地去达成

教师的要求。

比如，午休的时候，教师可以告诉

学生们：“老师也很累了，也想休息一

下，我们一起趴着睡一会儿吧。”这样

一来，学生即使不想睡也不会打扰其

他人。

示弱是教师向学生表示，自己在某

些方面很需要帮助。弱化教师自己的

角色，其实就是给学生提供了另一个维

度的空间，给学生创造锻炼某种能力的

机会，让他们在照顾和帮助教师的过程

中获得自信，并得到能力的提升。

此外，我在常规的班干部名额之

外，设定一个“小班主任”岗位。“小班主

任”一共有10人，一天上岗2人，一周5

天轮流管理。

通常我在接手新班级时，让班级里

的每个学生轮流做“小班主任”，最后通

过竞争上岗，选拔出工作能力最强的人

选固定下来。

这10个“小班主任”要好好培养，

让他们逐渐能够把握“管”的度，在教师

不在场的情况下管理好班级纪律，处理

学生们之间的小矛盾，等等。

“小班主任”和普通学生是同龄人，

他们对同龄人之间有哪些小矛盾比教

师知道得更清楚，处理方式也更容易被

学生们接受。

这样教师主导、学生主管的方式，

使班级事务处理起来更加明白、轻松、

高效。升入高年级以后，班级里的小矛

盾越来越少，学生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

融洽。

教育 管

理是一门艺

术 ，要 做 到

“大音希声，大

象无形”，教师

就要多放手，

给学生多留

一些自由的

时间和成长的

空间。

□江山中学 郑水菊

因为高中选课走班的需要，

我校各班教室后面靠墙处安装了

一排储物柜。但因此，黑板报就

被遮住，失去了原来教育阵地的

作用。

后来，学校在现有的条件下，

给每个班专门设计制作了一块可

以移动的文化墙，作为学生交流

学习资源的园地。我尝试让学生

参与班级文化墙的建设，让文化

墙“活”起来。

无论是过去的黑板报，还是

现在的文化墙，如果内容固定、长

期缺乏更新，就很难达到持续的

教育效果。

因此，我从高中生的实际情

况出发，实现文化墙内容每周一

更新。

高中生周一至周五学习任务

繁重，只有周末时间可以自由支

配。学生周末在家，在学习之余，

可以通过网络查阅相关资料，与

同学线上沟通，共同完成文化墙

内容的准备。

学生不仅周末过得更有意

义，为班级文化墙的建设作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而且健康利用网

络，减少了在网络游戏上消耗的

时间。

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

个诸葛亮。”高中生的动手能力和

自主意识很强，我把班里学生分

成6个学习小组，每小组6~8人，

男女搭配；同时将文化墙划分为6

块，每组认领一块“责任田”。

在组长的协调下，班级全员

参与，分工合作，从主题确定、素

材选择、版面设计，到最后出品，

确保每一个学生都有得到锻炼的

机会。

文化墙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

的，可以与每周所学的学科知识

有关，比如“数学的一题多解”“化

学的那些事儿”“话说生活中的物

理”“经典阅读分享”等；也可以是

一周国内外时政要闻播报；还可

以展示本周被表扬的好人好事、

优秀作业、优秀笔记等。无论如

何内容一定是科学、健康的。

形式上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以

手抄报、剪报等图文并茂的形式为

主，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发挥每一个

学生的特长，帮助每一个学生开发

优秀潜质，培养创新能力。

课间，学生认真学习文化墙

上的内容。每周五读报课上，每

个学生从多方面综合考虑，选出3

组自己心中的“最优文化墙报”，

每周一的班会课上公布评选结

果，给予表彰，并在小组量化考核

中加分。

民主的评选机制激励着学生

积极参与，激发着团队内部的集

体荣誉感和团队之间的竞争意

识。师生、生生之间慢慢形成一

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班级气氛变

得轻松愉悦和积极向善。

童抒雯（楼主）
前段时间，有家长抱怨：“老师不回

短信。”为此，有媒体专门做了一番调

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教师不回短信

实在是因为太忙；第二，有些短信没有

回复的必要，比如，要求提醒喝水、要求

调换座位，甚至让教师帮着读一读英语

单词。

教师不回短信，难免会被一些家长

解读为“冷漠”“滞后”和“不负责任”。

对此，教师们更多的是有苦难言。

老师们，您在平时工作中会遇到一些

“无厘头”的短信吗？面对“五花八门”

的短信“轰炸”，您觉得正确的处理方式

是什么？

俞和军
家长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没有

遇到过他们提无理要求。

我兼任心理教师，家长会用微信或

短信咨询一些学生的心理问题，如有逆

反心理、学习动力不足、做作业拖拉等，

我一般都会及时回复。

有时候实在太忙，没有看到，晚上

睡前会翻看一遍并一一回复。

杨铁金
一个家长曾向我抱怨。有一次，她

向教师发了一条短信，问女儿在学校读

书是否不努力。教师随即回答“是

的”。家长就想知道，“不努力”的表现

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怎么改变。教师

什么也没说。

这一问，反倒问出不满，问出对教

师的投诉。

我向教师证实。

教师说，家长的问题太笼统，自己

也没经调查研究，不能轻易给学生下结

论，而且在微信上回复时严谨地组织语

言并不容易。

我建议，说不清楚的问题不妨见面

谈，家访或请家长到校都可以。

感觉网络交流的便利在于快捷，但

在表达上存在一些弊端。

宋国萍
在教师身份之外，我也曾是小学生、初中生和高

中生的家长，所以我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

将心比心，能回复的短信尽量回复，前提是家长

的诉求比较简单清晰。短信毕竟是单向的，一句话说

不清楚的，或者可能存在容易误解之处，我会采用电

话的形式跟家长沟通，在互动中容易深入了解事实，

明确家长的诉求。

龙泉许东宝
正因教书育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

们才不敢放松，时时处处都为学生着想，从来不敢拒

绝家长的短信、电话。希望乱说话的家长留点口德，

放过教师，教师要忙备课、上课、批改、辅导，都在为你

们的孩子服务。

杨铁金
这或许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不畅，而不

是教师与家长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不畅。更何况短

信留言是一种延时交流方式，远不如电话交流的即

时性强。

徐如松
家长与班主任之间用微信交流确实方便，但要求

班主任“逢信必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有些家长

用微信发问，教师较难用文字书面回复，改用电话咨

询，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赵占云
这个话题不禁让我想起同事常常说起的一句话：

“要是做教师只是教教书、做好家校工作，那样该是多

幸福。”但事实上，做教师不仅要做好教学工作、家校

工作，而且要兼职“表哥”“表姐”的工作——填写各种

电子和纸质的表格。

如果是班主任，那他手上的活就更多了，除了要

做“表哥”“表姐”，每天还要给学生测温、统筹各学科

作业、填写学生请假事由、定期收集学生核酸检测码、

处理班级学生事务（个别心理访谈）等。学校教务、德

育、后勤等行政科室的工作落脚点往往都是班主任。

半天顾不上喝一口水、上厕所都没时间，这是班主任

工作的常态，特别是小学低段班主任，几乎可以说是

扎营在教室里的。让这些焦头烂额的班主任回复家

长的每一条信息，这是不现实的。

□诸暨市暨南小学
赵占云

“本学期垫子少了 2

张，篮球少了 5 个，足球

少了 3 个……”每学期期

末，学校后勤人员去体育

器材室清点，总是看到一

片狼藉。

学校体育组针对此

问题多次召开会议，探讨

解决办法，发现器材遗失

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专

人管理。

虽然体育课上有体

育教师指导指挥，器材的

使用和归还能做到规范，

但是平时学生可以随意

进出器材室、课外活动使

用器材后不及时归还、兼

职教练上课对器材管理

不严格……

学校师资紧缺，专门

设置器材室管理人员有困

难。笔者在跟体育组教师

讨论后决定，在二至六年

级每个班中设立一个体

育器材管理员。

管理员由体育委员或班长兼任，

经过学校统一培训，熟识各类器材的

摆放位置、种类、数量等台账信息，并

在器材室中张贴表格，便于管理员每

天打卡清点。

体育器材管理员的职责：

1.负责本班体育课或课外活动器材

的领取与归还，并在台账中记录；

2.复核前一使用器材的班级的器材

归还情况，如有出入，及时与体育教师

取得联系；

3.各班互相监督，若在复核中发现

随意丢弃器材等情况，可在该班“五项

竞赛”评比中扣分；

4.捡拾归还遗失的器材，可为班级

加分。

新学期，体育器材管理员制度实

施后，学校的器材室变得干净了，体育

器材摆放得整齐了，而且管理员们还

从校园的角角落落里找回了不少遗弃

的垒球、篮球、足球、垫子等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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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管理是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

体
育
器
材
管
理
员

一面墙，一个文化主阵地

近日，义乌市宗泽小学开展“食育工坊”课程，特聘具有专业烹饪经验的家长为校外辅导员。其中，特色
项目主要有教师节为全校教师每人烘焙一个小蛋糕，护士节为义乌市江东卫生院的护士炒一桌菜，记者节为
记者们烘焙小饼干等。学生全程参与买菜、清洗、制作、清理等环节，学会了动手、合作和分享。该校在“学习
让生活更美好”的办学理念指引下，以活动性、项目化、清单式为特色，将家庭劳动贯穿学生在校生活。图为
学生正在学习制作黑钻奶茶。 （本报通讯员 蒋瑶瑶 张晓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