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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景和小学 金沁玥

那个夏天，踌躇满志的我遇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但没想到刚家

访就碰了一鼻子灰。

与别的学生不同，小阳对我的到

来视若无睹，自顾自在房间里走来走

去。小阳妈妈拉他跟我打招呼，他尖

叫着挣脱，妈妈发了脾气，一次家访

演变成家庭大战。

与家长进一步沟通后，我了解

到，小阳从小体质差，幼儿园只上半

天就回家，被认为是个“特立独行”的

孩子。

果然，开学没几个月，关于小阳

的抱怨声就接连不断：上课看课外

书，不参与小组讨论，下课不跟同学

一起玩，还经常朝同学发火……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谢尔·

希尔弗斯坦的《总得有人去擦亮星

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坚定

的想法：我要去擦亮这颗灰蒙蒙的

“星星”。

小阳习惯于把自己封闭起来，

但凡别人走得近一些，他都会退后

一步防备，这给我的“擦星行动”造

成了很大的阻碍。教育不能急于求

成，所以我尝试放慢脚步，让他放下

对我的戒备。

小阳喜欢读书，知识储备丰富，

我喜欢在课堂上挑一些很“活”的问

题问他。他总能不负众望，赢得大家

的称赞。渐渐地，他上课看课外书的

情况得到改善。看着他的转变，我的

信心更足了。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到了，小阳精

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却因为搬运

时不小心，碰掉了零件，怎么也装不

上去。

这时，别的学生会选择求助，而

他只顾自己生闷气，不停地用手捶

着桌子，嘴里发出尖叫。面对这一

幕，本想伸出援手的学生们吓得不

敢上前。

我没有说话，走过去轻轻抱住

他。他挣扎了几下，便在我怀里大哭

起来。

学生们慢慢围上来，一个学生

说，家里有相似的模型配件，可以

先借给他；另一个学生是科技小能

手，说他可以和小阳组队，一起参

加比赛。

小阳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拉

拉他的小手，提出我的期望：“希望你

以后也能多跟同学们说说话，听听别

人的想法，学会接受别人的善意。”

小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集体的力

量强大；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认

识到人的美。”对于想要改变的小阳

来说，集体的力量不能忽视。

蒙尘的星星需要反复擦拭，才会

持续发光发亮。“星云小组”是根据学

生爱好和特长组建的学习小组，学生

可以自由选择成组。小阳因为喜欢

阅读和科学实验加入了“麒麟座”和

“显微镜座”这两个小组。

看着小阳高兴的样子，我向他提

出要求，希望他能遵守小组的规定，

和同伴共同完成任务。接下来的日

子里，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玩

耍，一起参与活动。小阳的笑容多了

起来，慢慢融入到集体中。

我鼓励他报名参加班级的星

星志愿岗，成为阅读标兵和图书管

理员。成为图书管理员的第一天，

他就从家里整理出一大袋课外书

捐给班级图书角，还根据书的内容

给它们分类。一个学期下来，越来

越多的学生爱上了阅读，也学小阳

把自己读完的课外书带到学校和

同伴分享。

我能感受到，星星的光芒正在由

一个人照亮一群人。

每一颗曾经闪亮的星星，都有被

蒙上灰尘的可能。小阳的进步令人

欣喜，但与此同时，我发现其他学生

身上或多或少的缺点，有可能成为掩

盖光芒的尘埃。

教师只有引领学生自主发现问

题、自我解决问题，才能促进他们更

好地成长。新学期开始，我决定唤醒

学生的自主意识，让他们成为擦亮自

己的人。

我特意将教室后面的黑板墙布

置成璀璨的星河，36颗星星印着学

生们的笑脸，在星河中闪耀。当他们

有进步的时候，我会在对应的星星旁

边贴上金色的光芒，并称之为“亮星

计划”。小阳当仁不让成为我的金牌

代言人，现身说法，鼓励同学寻找自

身的优缺点，保持优势、改正不足，给

自己增添光芒。

我借助每月一次的自评、互评

活动和学生们一起落实计划，每贴

上一条金色的光芒，星星就会变得

更耀眼。

小强做事拖拉，吃个饭都要拖

到上课铃响，实行“亮星计划”后，他

已经能在餐车推走前把饭吃完；小

方不爱运动，每次晨跑都抱着躺平

的想法，但这学期他已经能跟上大

部队了。

我看到更多的“星星”徜徉于星

河，在“金色光芒”的映照下，变得更

明亮、更多彩。

五年级上学期的一天，小阳拿着

一张奖状，兴奋地找到我，告诉我，他

所在的编程团队获得了大奖。他在

团队合作中收获了成功，我打心眼里

为他高兴。

班级里越来越多的“星星”绽放

出他们的光彩：组乐队、搞调研、写书

法、画国画，还能组装机器人、捣鼓无

人机……

这段擦亮“星星”的旅程，我并不

孤独。引导学生自己擦，“星星”能量

满满；鼓励伙伴相互擦，“星星”熠熠

生辉；携手家长一起擦，“星星”持续

发亮。

只要不放弃希望，“星星”就能被

擦亮；只要不闭上眼睛，就会有漫天

的星光闪耀。让我们都成为那个擦

亮“星星”的人，在结伴而行中感受到

幸福与温暖。

□杭州市刀茅巷小学
胡雨婷

一天，我在午间管理时，布

置了语文课堂作业。我看见安

然一直在跟同学聊天，做无关的

事。我巡视的时候，他装模作

样，摆出做作业的样子。我再三

提醒，他依然故我。

我很生气，对全班学生说了

一句话：“安然作业没做完，你们

下课都不要跟安然玩。”

放学之后，安然妈妈打来电

话，说孩子回家很不开心，并转

述我说的那句话。安然觉得我

说的那句话伤害了他，下课的时

候没有同学跟他玩。

其实，在我刚说出那句话

的时候，也意识到有些不妥。

我当然不是禁止学生跟安然

玩，但玩是以“做完作业”为前

提的，我是希望他能尽快把作

业补起来。情急之下，自己表

述的方式欠考虑。

安然妈妈的话，让我意识

到，我无意中说的一句话给学生

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学生不想

做作业可能有很多原因，我没有

去寻求原因，倾听他的声音，上

来就是一顿批评。

我认识到，这是在用孤立学生的方式“惩

罚”学生，思前想后，觉得要想办法补救。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道歉信，在全班学生

面前正式向安然道歉。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安然也给我写了一封

道歉信，信中写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并诚挚

地向我道歉。

教师每天接触最多的人是学生，学生有着

他们的喜怒哀乐，渴望得到尊重。教师在与学

生相处时，不能要求学生只专注于学业，在批

评教育时要注意尺度，避免对学生的心灵造成

伤害。

教师每天接触最多的人是学生，教师的一

举一动都被学生看在眼里，也会对学生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给学生写道歉信，学生像

是在模仿我，也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因此，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言行不可不慎重，时时处

处都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着想。

□磐安县新渥街道新渥小学
陈宇菊

又逢开学季，身为班主任，我思

绪万千：学生在想什么？他们有什

么期待？要举办一个什么样的迎新

活动？精心准备的活动能让学生欢

欣雀跃吗？但最终，我决定做个“懒

懒”的班主任。

2月7日上午8点，早到的学生

惊呼：“好可爱哦！”

没有以往的花团锦簇，也没有

其他班级的热闹，我只在教室门框

上贴了兔子造型的“2023”，胡萝卜

形状的卡纸上写着“欢迎归来”四

个字。

可爱是真的，简单也是真的。

教室里的布置更简单，黑板上有一

对兔耳朵，是由学生的学号组成的，

几个大字“美好祝福兔You兔Me”，

再加上几条长长的直线，留出大片

的空白，仿佛在直言班主任这次太

懒，连花都懒得画一朵。

学生围在黑板前，眼里闪着

光，难掩跃跃欲试的兴奋。他们戴

上自己制作的各种兔子头饰，大声

地相互祝福：“祝你学习成绩‘兔’

飞猛进！”“祝你收获多多，好事

‘兔’如其来！”“祝你跑得更快，动

如脱兔！”……

迎新活动分三个环节：第一个

环节是“兔送祝福”，学生们诉说着

久别重逢的喜悦，一时间教室里充

满了童言稚语；第二个环节是“兔

包祝福”，学生们可在红包上写真

诚的祝福语，贴在自己的学号上，

“祝你胃口大开！”“祝自己天天收

到表扬！”“希望作业少少少！”成功

入选最受欢迎的祝福语；第三个环

节是“兔说成语”，学生们排起长

队，在黑板的直线上写下带有“tu”

音的成语。

“兔说成语”环节展现的是学生

的知识积累，越往后写的学生难度

越大。如果写出了与前面不重复的

成语，学生满脸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万事开头难，开学事务多。工

作内容和方式的创新是对班主任一

直以来的要求，但班主任不能一个

人包干所有事情。俗话说，三个臭

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一次活动我偷

懒了许多，多动脑少动手，甚至没用

什么材料，只是提供了一个看起来

过于简单的活动框架，借用学生的

智慧去丰满它，让每个学生都卷入

集体活动中，发挥每个人的思考力、

创造力。

兔年的开学活动，可以呈现生

肖文化，制作兔子头饰，收集“tu”音

成语，简单易行，又符合小学生爱玩

好动喜表现的特点。从家长提供的

反馈可以看出，学生参与的热情很

高，兔子头饰展现了学生无穷的创

造力，戴着发箍式、帽子式、眼镜式、

面具式的头饰走在校园内，让别班

的学生艳羡不已。

要让学生“行”，不如做一个“懒

懒”的班主任。

让学生拿主意
□绍兴市快阁苑小学 周幼丽

午餐时间，饭桶边上总有那么一些白花花

的饭粒，一些学生不小心踩到饭粒，把教室的

地面弄得又黑又黏。

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总会蹲下身子把饭

粒捡起来，有时候也有学生跟我一起捡。

但大多数时候，学生忙着排队领菜、盛饭，

吃完饭忙着玩，好像捡饭粒这类的事情就归班

主任做。

我曾多次捏着捡起的饭粒跟全班学生说，

盛饭的时候要注意，如果发现有饭粒掉在地

上，得马上捡起来，类似“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大道理更是讲了一大堆，但地上的饭

粒仍是有增无减。

怎么办？我决定让学生自己来管理，把问

题抛给学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解决。

最后，大家提出设置一个职位，由一个

学生担任并负责管理饭桶。担任这个职位

的学生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要及时完成

作业并且正确率高。但他有一个特权：可以

先于其他学生吃饭。这个学生吃完饭，就尽

职尽责地管理饭桶，从此饭桶旁边的饭粒再

也没出现过。

吃完饭，快餐盒的回收又是一个考验。

师傅帮我们把饭菜挑上来，学生吃完后，

需要把两个塑料筐抬下楼去。

学生们已经养成了好习惯，剩菜倒进剩菜

桶，快餐盒放进塑料筐。但有个别学生乱扔快

餐盒，导致塑料筐内乱七八糟，而且两个筐里

的快餐盒数量不均，负责抬筐的学生很有意

见，学校抽查时也要扣班级分。

于是，我又把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想想

如何解决。

学生很快想出了一个点子：男左女右。男

生的快餐盒放左边的塑料筐，女生的放右边；

同时开展竞赛，哪个筐的快餐盒摆得整齐，可

以加1分，一星期下来，分数多的组可以享受一

个特权：先拿饭。

从此以后，快餐盒总是摆得整整齐齐。

让学生自主管理，不仅解放了教师，还锻

炼了学生的能力，让管理和评价的对象——学

生，转变成管理和评价的主体，达到“‘管’是为

不管，‘教’是为不教”的境界。

做一个擦亮“星星”的人

●点评：
美国著名诗人、插画家、剧作家、乡村歌手谢尔·希尔弗斯坦写过这

样的诗句：“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它们看起来灰蒙蒙。”很显然，诗中所

说的星星是一个隐喻。当学生们出现问题时，就像星星蒙上了灰尘。金

沁玥老师巧妙地借用这个美丽的隐喻，将班级里的学生比作天空中的星

星，而将班主任比作擦亮星星的人。这个故事启发我们，班主任作为擦亮

星星的人，至少要具备以下品质：一是要有警觉性和敏感性，能在绝大多

数人还没有感觉到问题之前，就能够

第一时间洞察星星们不引人注目的改

变；二是要掌握擦亮星星的方法和技

能，开发引导学生自己擦、鼓励伙伴相

互擦、携手家长一起擦等多种方法；三

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班主任是每一

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擦亮每颗

星星是班主任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刚开学我就“偷懒”了

师
生
之
间
，诚
意
为
重

开学以来，湖州市吴兴区戴山学校
利用大课间和课后服务等课外时间，开
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丰富学生的校
园生活。学校将“和乐”文化贯穿于“趣
动”课程中，花样跳绳、趣味足球、“两人
三足”等活动寓游戏于体育中，深受学
生欢迎。图为2月22日，学生在大课间
玩“两人三足”游戏。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同步如一同步如一
允许起飞允许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