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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某天午间，我路过一间教室，突然听到里面

传出一句：“给我把卫生死角打扫干净。”一看，

年轻班主任正发着火，学生们正忙乱地行动着。

下楼梯时，我脑海里还回荡着那句话：“给

我……”为什么是“给我”？

我在办公室静下心思考，越想越疑惑，和同

事交流后，发现这竟然是我们班主任的惯用句

式——“给我坐端正。”“给我把废纸捡起来。”

“给我把课文读五遍。”……

在这种句式的语境下，班级成了“我的”，成

了班主任的专属物品，可以在其中“呼风唤雨”。

对此我十分不认同，一个理想的班级应

是师生共享的，班级的主人不是“我”，而是

“我们”。

“共享”之道，在于师生能平等对话。

师生平等，教师就要给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让“选择”成为班级的主题词。除了一些必要的

安排，课程是可以选择的，作息是可以选择的，

活动是可以选择的……

三年级要出黑板报了，我放手让学生自己

来，让黑板成为学生们心灵驰骋的乐园。他们

开心极了，设计、排版、绘画、写字……时不时来

找我商讨，而我只给建议，绝不干预。

学生要自己学会成长，教师不能替代他们

成长。

学生第一次出的黑板报，线条歪歪扭扭，字

写得不整齐，但整体架构不错。评比时，校长一

进门就问：“字是谁写的？画是谁画的？”好几个

学生扬起高高的脑袋，自豪地回答：“是我。”

学生有更多与教师对话的机会，就会有更

强大的成长推进力。我相信，他们定能一次比

一次做得更好。

“共享”之钥，在于师生能坦诚自我。

狭隘的教育，源于功利心。班主任总要和别人比，小到班

与班的竞争，大到区级以上的比拼。遗憾的是，“优秀”总是相

对而言的。一旦比赛名次垫底，就有一种“我”作为班主任脸上

无光的感觉。

对结果太看重，不甘心落后，“严”“狠”“粗暴”便应运而生，

学生的情感诉求就被忽略。

教育是生命之事，共享班级中，师者要学习“去利”，学着合

理分配学生的力量，愿意为学生的成长而等待。

“共享”之术，在于师生能唤醒潜能。

李希贵曾说过，学校是一个不断贩卖希望和愿景的地方。

在班级管理中，没有居高临下的“领导”和“控制”，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柔性”的力量，让每个成员清晰自己未来要去的

方向，激发起全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每学期，我都会在班级里举行一次“我是传奇”选拔赛。学

生自己申报项目，全班都可以来挑战。

我们评选出这样的传奇人物：“花式溜溜球（9种）玩法之

最”“Q版人物创绘高手”“一分钟跳绳之最”“旅行次数最多”

“奖状大王”……

要让自己全力奔跑，“生长”是其中的要义。学生都能挖掘

自己的闪光点，以一种自信乐观的态度助力班级，在班级中享受

学习生活的快乐，而教师也能在这良性循环中获得价值和乐趣。

“共享”“选择”“去利”“生长”……我在班主任的工作中转

变思考维度，努力构建理想的班级管理方式，越走越通透。渐

渐地，自主、自由、自信在学生们身上慢慢显现……

□杭州东方中学 陈嘉怡

开学一个多月后，作为班主任，

我按照惯例询问任课教师班里的上

课情况。

数学教师拉着我说：“正想和你

说呢，暑假回来，你们班怎么像换了

一个班一样，上课死气沉沉的。”

“是啊，”物理教师也跟着点头，

“一个问题问下去，学习好的学生也

不回答，我讲课都没劲了。”

语文教师刚进办公室，听到后

说：“对，我还在想，是我的课太无聊

了吗？我在隔壁班上课的时候可热

闹了呀。”

要不是上课铃声响了，我都想找

个地缝钻进去。

仔细回想，确实，最近这段时间

也没怎么看见我班的学生来办公室

答疑。上课活跃、下课爱问的2班就

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过了一会儿，钉钉上收到年级组

长发来的上周四各科模拟考成绩，我

班各科平均分都被原本不如我们的

班级追平。

一
光靠我一个人埋头想办法肯定

是不行的，我得寻求智囊团的帮助。

周二的班委例会中，我向他们抛出这

个问题。

班长首先发言：“我们班最近上

课的确太安静了。不过，我是有点

害怕说错，数学、物理题目真的有

点难。”

卫生委员接着说：“对，上次我信

心满满地说出一道数学题的答案，最

后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解题，发现我的

答案是错的，班里就有人取笑我。”

“那你们不回答问题，老师很难

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呀。”我一

脸疑惑。

“上课好像有些懂了，又好像有

些没懂，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如果

问错了，会很尴尬呀。”副班长说道。

“有时候我是想问来着，但是有

的同学说我‘装’。我想想还是算了，

就和他们一起去小卖部，回来就把问

题给忘了。”沉默许久的生活委员说

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周日回校晚自习时，我让大家写

一份限定版周记——平时学业上有

疑问愿意找谁帮忙？为什么？

批阅周记时，我恍然大悟。

大部分学生在周记中表示，他

们平时更愿意找同学帮忙，而不是

问教师。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这个

问题教师在课堂上讲过，会被教师

批评。

也有一两个学生提到，目前学业

压力还没有特别大，有时候也想混混

日子。

二
学生对教师的误解太深了，怎么

才能让学生消除误解？

只对他们说“老师其实很喜欢你

们提问”估计说服力不强，不如让教

师自己来证明。

说干就干，我立马联系了任课教

师，把问题向他们简单说明，并请他

们一起出镜，鼓励学生们提问。

任课教师们都很配合，很快，一

个1分钟《310办公室欢迎你——来

自教师的心声》的视频出炉了。

在周二的主题班会中，我播放了

这段精心准备的视频。学生边看边

笑，我心里暗喜。

第二天，办公室就变热闹了，陆

陆续续来了一群学生，有的问数学，

有的问英语，显然视频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破除了学生心里的魔障。

第三天，又来了一群学生簇拥

着物理教师提问；第四天，只有零星

几个学生来了；又过了几天，好像一

切又恢复到看视频之前，办公室无

人到访。

三
看来，“欢迎你来提问”的视频并

没有解决本质问题，那就再从学生身

上找找原因吧。我把学生写的限定

版周记一读再读，突然意识到，没有

自发的学习主动性，主动提问的现象

只是昙花一现。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提

到：“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其明确的形

态，但其实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习惯构

成的。”

为培养学生的核心习惯，可以用

活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我

打算试行一下小红书App上介绍的

热门班级管理方法“尚学存折”。

一周后又到班会课时间，我手拿

厚厚的一叠硬纸片走进教室。

“老师，这是什么？”

“这是每个人的专属‘存折’。”

“我们要往里面存钱吗？”

“存的不是钱，是知识。”

班会课上，我向学生介绍了“尚

学存折”的使用办法：

学生将当天遇到的问题记录下

来，利用课间去找任课教师答疑，解

决问题后可以得到一枚印章，获得1

分积分。每两周由班主任兑换一次

积分。36分以上可获一枚特质勋章

和一张免惩罚卡；3枚特质勋章，可

升级为“选座位卡”一张。

“老师够有诚意吧。”

“我喜欢。”前排的小赵和同桌

交流。

后排的学生已经开始举手了：

“老师，给我发一张，我正好有数学问

题，等会我就去问。”

“老师，也给我一张。”

……

就这样，“尚学存折”计划在我们

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四
这是一种角色动力练习，一开

始，学生可能仅仅是为获得积分而主

动去找教师提问，慢慢地就会形成一

种习惯，认识到“我是一个爱学习、积

极主动的人”。

现在，课间在办公室都能看到

学生求知的身影。一个月后，基本

上每个学生都获得了至少3枚特质

勋章。

就在我以为一切已经进入正轨

时，物理教师拿着一张“尚学存折”

找到我：“最近学生是不是有点走火

入魔？你看看，这个学生竟然来问

我电磁感应是什么，这都是书上有

的定义。”

学生为了拿印章，硬编出一个

问题。

我让班长收集一下班上的“尚学

存折”，发现还有“机会成本是什么”

或“不定积分是什么”等已有明确定

义的问题。

同时发现其他毛病：有的只是

随意写着“某日英语问题”“某日数

学问题”……

小毛和小叶写得不错，于是我找

来他俩，开了一场“尚学存折”使用经

验交流会。

小毛首先说：“我一般会在‘存折’

上写具体的问题，定期整理回顾，看

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小叶则分享道：“我一般尽量少

问或者不问‘是什么’的问题，多问

‘为什么’的问题。”

“对，这一点我和小叶一致。”小

毛又说，“在提问的过程中，我会向老

师展示思考步骤和卡住的点，这样老

师可以了解我为什么会卡住。”

经过这次交流，“尚学存折”的使

用渐入正轨，我不必再焦虑了。每

天，我都能在办公室看到，学生拿着

书和笔耐心听教师讲解的样子。

暴脾气的学生

被我用一张白纸“收买”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钱雨青

“小傅，赶紧在队伍里站好，我们要放学了。”我喊道。

这个小傅真是不让人省心，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向我投

诉。我好话歹话说尽，他仍是不改。

你看，他手上挥舞着什么东西，在队伍中引起骚动，连这

放学的间隙都不放过。

“你干吗？”小傅一脸生气地朝边上的学生吼道。

我连忙赶过去，生怕他又要大打出手，攻击同学。这时我

看清了他手中的东西，是一只用白纸折的蝴蝶结。

“这是你做的？”我笑问。

小傅竟然点点头，眼睛瞟向地面。他有点不好意思：一个

男生喜欢做蝴蝶结，而且做工如此粗糙。更何况，他有着一言

不合就要对人挥舞拳头的暴脾气。

我连忙抓住机会，在他耳边问：“你想学做蝴蝶结吗？”

他抬起头，躲闪的小眼神里充满光：“当然。”

于是，我和他约法三章，只要他能够在下周不欺负其他同

学，我就教他。

已经连续3个星期犯错的小傅，竟然在这之后安分守己，

一周里没有一个学生来我这里告状。

这周五的中午，按照约定，我把小傅请到办公室里，一边

教他折纸，一边鼓励他：“其实你能够控制住自己内心冲动的

魔鬼。”

没想到，他竟把自己折的第一个蝴蝶结送给了我：“钱老

师，谢谢你。”我感觉眼前的小傅一下子成熟了。

学生的投诉基本消失了。这个暴脾气，用一个蝴蝶结就

被我“收买”了。

细节往往决定教育的成败，轻轻走进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就会发现，学生心里都住着一个天使。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小学
杨 聪

刚接手这个班的语文课，第一感

觉就是课堂气氛很不错，尤其是学生

很喜欢“插嘴”。

但不久就出现了“麻烦”。

有时候，同时会有好几个学生

“插嘴”。你一句，他一句；这里一句，

那里一句。大家有的听你的，有的听

他的，有的也不知道听谁的，看上去

很热闹，实则有些乱了。

有些学生只顾着自己“插嘴”，往

往忘记倾听别人的发言；有些学生

“插嘴”惯了，什么话都说，泥沙俱下。

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师

生沟通，影响学生上课良好习惯的养

成，更影响教学质量。

但我一直和许多教师一样，觉得

对待学生的“插嘴”，既不能一棍子打

死，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当作些恰

如其分的引导。

我故意让这种“插嘴乱象”持续

了几节课，到后来，学生自己也察觉

到了。“老师，课堂很吵啊。”有的学生

开始提意见。

“我都听不清楚了，老师。”

“这样下去，我脑子都乱了。”

……

我觉得时候到了，终于表态：

“老师不反对你们‘插嘴’，有时还很

欣赏一些同学的‘插嘴’。这说明你

们善于思考，敢于发言。不过，你们

提的意见也有道理，如果大家都随

便‘插嘴’，结果谁都没法说、没法

听，受害的是我们大家。老师决定

改变一下大家‘插嘴’的方式，让大

家既有‘插嘴’的机会，又不会影响

上课的效果……”

我话还没说完，小梅马上就“插

嘴”：“老师，什么方式啊，快告诉我

们吧。”

我看着她说：“你说什么，老师没

听清楚啊。你再说一遍吧。”

小梅又说了一遍，我又说没听

清楚。

这次小梅觉得奇怪，因为我离她

很近，不可能没听清楚。她犹豫了一

下，终于站起来大声地又说了一遍。

我微笑道：“嗯，很好，现在我听

清楚了。”

这时，阿翔一下子站起来了，大

家都注视着他。只见他高兴地说：

“我知道了，老师是故意的，是想告诉

我们‘插嘴’时要站起来说。老师，我

说得对吗？”

我笑了，拍拍他的肩膀：“嘿，不

错，你解释得很对，只要站起来‘插嘴’，

我就听见了。”

大家恍然大悟。这时，小珊站起

来问道：“要是好几个同学都想‘插嘴’

那怎么办？”

“是啊，要是抢着说，同样会乱。

那应该怎么做呢？”我把问题抛给学

生们。

“这个简单，就按站起来的先后

顺序说。”小林起立，胸有成竹地解释

道，“当有人站起来，其他人就等一

等。等他说完了，再站起来发言”。

“还有，要是同时站起来，就互相

谦让一下，一个个地讲。”小君补充。

看着他们一个个站起来津津有

味地“插嘴”，我满意地点着头……

首先，站起来“插嘴”必须很显眼

地面对大家，因此，学生会对“插嘴”

的内容有所思考，而不会像坐着时不

假思索，脱口而出。

其次，它能正面锻炼学生面对

“大众”的胆量和表达能力。

最后，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展示学生个

性”和“遵守课堂纪律”的冲突。

不过，为让学生都养成站起来“插

嘴”的习惯，当学生忘记“起立”时，教

师不能敷衍了事，每次都要及时地给

予提醒和强化，并且督促学生互相提

醒。久而久之，站起来“插嘴”就会成

为每个学生“自然而然”的反应。

一本“存折”，让求知欲满满

共
享
是
班
级
该
有
的
模
样

这样“插嘴”，才棒！

近日，温州森马协和国际
学校举行第六届运动嘉年
华。此次运动嘉年华以“与世
界一起跑”为主题，除了传统
径赛、田赛项目，还开展了近
20项趣味团体项目，低段有
亲子马拉松、袋鼠跳、瑜伽球
传递等，中高段有呼啦圈传
递、同舟共济、橄榄球传递、履
带战车等，初高中学部有长杆
接力、同心鼓、毛毛虫接力等，
旨在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
竞技中。图为四人一组的长
杆接力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叶盖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