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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京都小学 顾红梅

三年级集体义卖活动结束后，

我收完学生的捐款，安排他们吃

中饭。

饭还没有分完，一个学生就哭

着找到我，说他的 20 元钱不见

了，刚刚还在抽屉的钱包里看到

过，出去上个厕所钱就不见了。

显然，钱被偷了。我吃了一惊。

算算时间，被本班学生拿走的

概率非常大，因为没有其他班的学

生进过教室。

学生丢钱肯定很伤心，回家还

要被家长批评；拿钱的学生也不好

受，此刻内心一定很紧张，想承认

又怕被教师批评，被同学嘲笑，从

此在班里落个“小偷”的臭名，回家

更要挨骂了。

我赶紧拿纸巾给丢钱的学生

擦眼泪。他抽噎着，断断续续地

说，这钱是奶奶特地给他的零花

钱，让他看见喜欢的多买点。他说

自己还从来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

多的零花钱，所以很激动，一早就

给几个好朋友看钱包。

我停下了手中分饭的勺子，马

上追问是哪几个好朋友。

他说了三四个同学的名字，我

初步觉得其中两人有嫌疑，但没说。

我让他先吃饭，安慰他说，我

会调查，尽量帮他把钱找回来。

分完饭，我向全班说了这件

事。说话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几

个学生，发现其中一人眼神闪躲，

很紧张的样子。

我故意看向别处，心存期待地

说：“如果有同学捡到，请马上归

还。”我停下来，看着所有学生，大

概有半分钟，没有人举手，也没有

人说话。看来事情并不能很快结

束，于是我继续说：“如果是有人一

时起了贪心，我希望他能保管好

钱，明天放学之前主动到我这里承

认错误，我会帮他保密，不会告诉

任何人。”

当天下午，我没有等到学生来

“自首”。

第二天上完课，我特地重复了

一遍昨天的话。但一直等到放学

铃响，我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怎

么办？

我干脆直接走向我怀疑的那

个学生，请他留下来帮我布置教

室。他以前就帮我做过类似的事，

手脚麻利，做得不错。但他愿不愿

意，我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没想

到他一口答应下来。

我给他妈妈留言，说明他晚一

点回家的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始

布置教室。

大约半小时布置完毕，我把他

叫到办公室，先奖励他一根棒棒

糖，然后漫不经心地问他：“你知不

知道，老师留你帮忙，除了觉得你

比较能干，有没有别的原因？”

他低下头，轻轻地说：“知道”。

我一喜，果然没猜错。可我再

问：“那你说说是什么原因呢？”

他沉默了。他平时是个好强

的学生，估计不会轻易承认错误。

我换个角度问他：“那你如何

理解诚信呢？”

他说是诚实讲信用。

我肯定了他的理解，并解释：

“说谎就是不诚实的表现，也就是不

诚信，我们要做讲诚信的好孩子。”

他看看我，欲言又止。

我觉得他有顾虑，便向他保

证：“如果真是你做的，我肯定不会

告诉同学，也不会告诉你的父母。

你把钱交给我，我来转交给失主。”

听了这话，他终于承认，小声

地说：“钱是我拿的。”

我马上对他说：“我觉得，你承

认错误，并且还了钱，知错就改，仍

然是好孩子，老师仍然会喜欢你。”

他含着眼泪点点头，手颤抖着

把钱从裤兜里掏出来，为难地告诉

我，他已经用掉了一点，前一天放

学时买了张游戏卡。平时妈妈给

他的零花钱非常少，这张游戏卡他

已经想买很久了，去买之前还犹豫

了半天。

我也一下子愣住了，看来这事

情一次性解决不了。我已经答应

不告诉他父母，因此，也不能问他

父母要钱，怎么办呢？

“这样好不好？你花掉的钱，

老师先帮你垫上，你以后有钱再还

我。老师不着急，你慢慢还。如果

不还，就当是老师奖励你的。最要

紧的是，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

他抢着说，一定要还，妈妈每

个星期都会给他一点零花钱，他会

攒起来还。

次日中午，当着所有学生的

面，我把钱还给了丢钱的学生。我

说：“拿钱的同学已经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表示以后不会再这样做。

他在老师眼里仍然是好学生，他对

丢钱的同学感到抱歉，希望能够取

得原谅。你愿意原谅他吗？”

“愿意的。”丢钱的那个学生说。

我向他竖起大拇指，表扬他是

个宽容大度的学生，接着对学生们

说：“一个知错就改，一个宽容大

度，让我们鼓掌鼓励这两位同学，

好吗？”

全班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朝拿钱的学生方向看了一眼，发

现他的表情轻松了很多。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我

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办公室里没

有其他教师。他走到我身边，塞给

我一个纸包，里面都是1元、5角的

硬币。

我赶紧把钱放进抽屉，又拿出

一根棒棒糖给他，说：“真棒。老师

真为你感到骄傲。”

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改掉了经

常迟交作业的坏毛病，上课听讲、

发言都认真多了，成绩也取得了进

步，并且再也没出现过拿别人东西

的情况。

每个学生都是会犯错误的，说

谎、少做作业，甚至打架、偷东西……

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误不要

紧，关键是要知错能改。作为班主

任，在处理班级事务的时候，给犯

错的学生一点缓冲的时间，给学生

一个改正的机会，会让学生更好地

成长。

我没有期待当天解决问题，更

没有简单粗暴地搜查学生的抽屉

或者书包，而是给涉事学生两天的

时间反思错误，充分信任学生，尊

重学生，理解学生，保护学生。哪

怕这个时间拖得长一点，我们也要

给学生这个机会，甚至没有机会也

要创造机会。

小池塘的一年级

螃蟹老师不生气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程思鸣

一年级，我是小池塘里长着八只手的螃蟹老师，一只

手拿着粉笔，一只手举着课本，一只手给小鱼们打饭，一

只手扶着小鱼的鱼鳍助他们写字，一只手为小鱼们的朗

读打着节拍，一只手给乖巧伶俐的小鱼们竖大拇指、发小

星星，一只手拍拍调皮的小鱼，提醒他，上课不能把鱼尾

巴翘到课桌上哦……

还有一只手呢？它负责随时安慰自己怦怦跳动的心

脏：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他是小池塘里的一尾小鲈鱼，总能听到螃蟹老师严

肃地喊他的名字：“抬头，小鲈鱼。”“饭吃得太慢了，小鲈

鱼。”“把这一地的纸屑捡起来，小鲈鱼。”……

看，小鲈鱼因为上厕所，做课间操又迟到了。看着他

满不在乎的眼神，螃蟹老师暗自叹口气。

“小鲈鱼啊小鲈鱼，到底要我生多少次气，你才能养

成良好的习惯呢？”心里这么想着，我的脑袋飞快地转

着。等到做完课间操，小鱼们看见我的脸黑了下来，心里

都敲起小鼓：糟糕，螃蟹老师又生气了。

其实，螃蟹老师的火气已经悄悄熄灭了，咧开嘴笑：

“今天课间操，我要表扬一个同学。”说罢，我用余光一扫，

小鲈鱼果然抬起头，空洞的眼神聚焦到我的脸上。

“我要表扬小鲈鱼，他今天虽然迟到了，但没有再乱

跑，比前几天有很大的进步。”

小鱼们听到这话都笑了，纷纷望向难得被表扬的小

鲈鱼。小鲈鱼的眼睛放出光，小脸红扑扑的。

“小鲈鱼，老师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我带着微笑

说，“从课间操不迟到做起，如果你做得更好，我下次还会

大大地表扬你。”

小鲈鱼愣了一下，随后用力地点点头。我预感到，他

会做得更好。

果不其然，第二天的课间操，小鲈鱼不仅一改往常乱

跑乱跳的坏习惯，还早早地上完厕所，没有拖拉，及时出

现在自己的座位上。

曾经，螃蟹老师总会生气，小鱼们不爱干净要生气，

作业做得慢要生气，吃饭不好好吃也要生气……眼睛里

似乎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

经过这次，螃蟹老师积累了经验：生再多的气不如有

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找找小鱼们身上有没有进步的

地方。

表扬的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像游戏通关之后给

出奖励。为什么学生们喜欢游戏呢？因为奖励，所以挑

战；挑战成功，拿到奖励；新的挑战，新的奖励……小池塘

就这样焕发出生机。

□江山市贺村第一中学
毛慧倩

我的班上有一个不普通的学

生。他因出生时缺氧而成为一个脑

性瘫痪儿，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不

清；他胆小畏缩，社交能力差。他的

名字叫小涵。

小涵将近一米七的大个头，却

只能一瘸一拐地倚靠着母亲瘦小的

身体行走。

初见小涵，也是我成为班主任

的第一天。可以说，小涵的成长之

路也是我的成长之路。

我关注他，却也茫然无措，当时

以为，只要视其为普通学生，便是对

他最好的照顾。

但事与愿违，小涵注定不是普

通学生，他感受不到校园生活的美

好。他总是低头沉默，周围的同学

也开始嘲笑他。

小涵厌学了，每天待在家里看

小说。我和他家长多次沟通后都无

果，只能选择上门家访的方式来深

入了解小涵的情况。

我进门后，看到他木然地坐

着。我轻敲他的背。他对我的到

来，显然有些吃惊。但他还是不愿

意和我沟通，在我20分钟的独白后，

终于，他愿意把想法写出来，通过文

字来传达。

“我恨，我在很久以前就发过

誓，我不相信任何人。”“冰冷的话语

刺痛着我的心。”“我恐惧着所有，憎

恶着所有。”“从小到大我都被周围

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从恐惧到害

怕，从害怕到麻木。”“我为什么要活

着？我看见我的前路一片黑暗，我

无法摆脱，也无法超脱，这是黑暗的

泥潭。”

他的文字充斥着对周遭的不

满，看不到希望。

我拉着他的手，望着他的眼

睛，不断向他传达着世界的善意和

美好。

终于，他同意回到学校上课了，

我陪伴着他、支撑着他，一步一步，

缓慢但是坚定地回到学校，重新开

始学习。

但校园没有改变，周围的同学

依旧讥笑他说话和走路的缓慢。

我咨询了一位特殊教育教师，

那位教师严肃地告诉我：“如果你忽

略小涵，那么学生就会忽略小涵。”

我明白了，一视同仁虽好，却不

能帮助小涵以平等的姿态融入世界。

我便有意在上课时点他的名，

每次小涵被我叫起来回答问题，就

仿佛电影在放慢动作，学生们窃窃

私语，表现出不耐烦。

有胆大的学生提议：“老师，他

不会，换人吧。”

这时，我总会坚定地说：“没事

儿，我们有时间，可以等等小涵。”然

后，我会微笑着望着小涵，对他说：

“慢慢来，我们都会等着你。”

小涵最初也是懵然的，好一会

儿都回答不上来，十次有八次都是

无疾而终。但时间一长，班里的学

生也开始习惯这样的场面，他们不

再窃窃私语，也开始变得像我一样，

温柔地鼓励小涵。

小涵终于不再畏惧，也不再讨

厌学习，他开始敞开心扉，交上朋

友，班里的学生也都包容起小涵的

慢动作，开始教他不会的知识点，

开始拉着小涵走路，支撑着他勇敢

前行。

小涵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回

答问题的次数也开始增多，甚至有

时候是主动举手回答。

八年级上学期快结束时，我看

到小涵同组的学生在和他说话。我

很好奇，走过去听，我听到学生跟他

说：“小涵，慢慢来，我们都会等着

你。”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小涵是我

们班上的一分子，他不再是教室里

的客人。

大部分脑瘫儿童就读于特殊学

校，但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在普通

公立学校就读，和诸多正常学生在

一起，变得“正常些”。

而我们，就是守护他们的人。

其实做一件事很容易，但持之以恒

地为一件事而努力，却需要长久的

付出和耐心。

慢慢来，我们等你

三步法

让学生走出负面情绪

□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

学生遇到挫折时，常常需要通过交流来释放一些负

面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引导，会对学生今后的成长

造成不利影响。

笔者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尝试采用三步法，让学生

走出负面情绪。

第一步：倾听
当学生犯错或出现错误倾向时，教师有必要找学生

谈话。在沟通的过程中，教师应具备倾听的耐心。

教师不论掌握了多少情况，不论是从其他学生那里

了解的，还是亲眼所见，都必须先让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叙

述这件事。

学生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倾诉的过程，倾诉本身就

具有疗愈的作用。

教师千万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通批评教

育，这往往是不能被学生接受的。

教师可以从学生叙述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一些不合理

的想法，适时提问，促其反思。学生就有可能发现问题的

根源，或者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的倾听就是有效倾听。

第二步：正向转念
同样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结论会发生很大

的变化。学生陷入负面情绪，往往是没有从积极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教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学生，从同学的角度、家长的角

度、教师的角度来想一想，学生可能就不会钻入牛角尖，

思维方式可能会扭转。

第三步：强化
改变观念也许只是暂时的，教师要强化学生发展的

动力，给予学生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有源源不断的

发展希望。

学生的正念得到强化，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习惯用

积极的态度去思考，前进的动力才会永不枯竭。最终，学

生一定能从负面情绪中彻底走出来。

不是为了“破案”，而是给学生机会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近日，金华市
湖海塘小学灯彩辉映，开启“趣味非遗，魅
力海塘，点亮童年”迎新嘉年华活动。舞
蹈社团的表演是该校的“看家戏”，图为三
年级学生在练习舞姿。据悉，舞蹈社团低
年级段以培养舞蹈兴趣和艺术气质为主
要目标，进行律动、步伐、柔韧性等基本功
训练。 （本报通讯员 朱炳华 摄）

喜迎新年舞翩跹喜迎新年舞翩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