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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即练字
□杭州市长青小学 潘 豪

家长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很多学生缺乏独立意识和自理能

力。上了小学，学生们要适应在校生活，如午餐时要自己铺餐

布、领餐盒，吃完后收拾桌面，这些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相比

之下，学习上的适应对一些学生来说更为困难。

抛开学前基础不说，学生的学习习惯就呈现出较大差距。

对大部分学生来说，一年级的学习比较得心应手；但还是有一部

分学生不懂得认真听讲，注意力不集中，作业错误百出，导致对

学习失去热情。

元元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还记得我去家访时，他可爱又害

羞的脸庞。或许是有一点学前基础，开学后的那段时间，他的拼

音掌握得还是不错的，朗读流利，发音准确；但落实到笔头以后，

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不盯着，他写的字一定会像火柴人在跳

舞。我一度崩溃，只能把他叫到身边来写。

我找元元谈心，想知道是不是态度问题。元元很诚实地告

诉我，他是觉得一笔一画地书写太麻烦。

接着他的话，我很想批评他懒惰，但转念一想，觉得麻烦一

定是因为懒惰吗？

我联系了家长，家长也非常重视，希望让孩子在家练练字。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便找了一些与教材配套的字帖和视频。

第二天，我又找元元谈心，用柔和舒缓的语气，希望他能真

正听进去我说的话。

我首先问元元：“你觉得班里哪些同学的字写得漂亮？”结合

他爱听表扬的特点，我连忙接下去说：“老师喜欢表扬这些同学

字写得好。”我又告诉他：“老师发现，这些小朋友写字时有一个

共同特点，那就是每个笔画都写得很认真。”最后，我问：“你想像

他们一样吗？”

元元认真地朝我点点头，眼神是迫切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时不时地就会提醒他把字写端正，不

求一下子写得漂亮，只求今天写得比昨天好。我会在全班大力

表扬他，称赞他的努力，这个害羞的男生低下了头，但我知道他

在偷着乐呢。

再加上家长的密切配合，元元在家里练字不辍，久而久之，

养成了习惯，做到“提笔即练字”，逐渐适应了书写的要求。我非

常欣慰。

抓住学生希望得到表扬的特点，我和家长不吝惜自己的鼓

励，元元有一点书写进步就大力表扬。现在，元元的书写最多只

需订正两次，有时能够一次性通过。

鼓励就像助燃剂，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推动学生

进步和成长。另外，鼓励能够开启学生心理情感的大门，让一年

级学生不害怕教师，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平湖市全塘中心小学 陈雪红

刚跨进办公室，就有学生追着我

喊道：“陈老师，不好啦，小石把那个

人推到地上了。”

不用想，学生嘴里的“那个人”就

是随班就读的小朱，平常走路就容易

摔跤，更不用说谁推他一下了。而小

石呢，是班里的“事儿精”，什么事都

少不了他。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教室，果

真，小朱还躺在地上。我上前把他扶

起来，检查一番，万幸无大碍。

“你为什么把他推倒？”

“我在画画，他碰到我的桌子，影

响我画画。我让他走开，他不肯，我

伸手碰了一下，他就摔倒了。”

我真想好好批评小石一顿：小朱

身有残疾，你看不见吗？可这些刚入

学的小不点儿压根不知道什么是“残

疾”，看见小朱摔倒还觉得挺好玩的，

以为是玩什么游戏。前几天，我就看

见几个学生压在小朱身上玩起叠叠

乐来，而小朱呢，也乐在其中，咯咯地

笑个不停。

我耐着性子跟小石解释：“他不

是故意要碰你的桌子，他走路不稳，

需要借助你的桌子支撑一下，要不然

他会摔倒的。”

“那他为什么走路不稳？”小石刨

根问底。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向学生们

解释过，看来只是简单关照师生照

顾小朱是不够的。这一幕让我明

白，为随班就读学生提供无障碍的

教育环境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最关

键的是孕育一个“友爱情感场”，让

同伴增加对小朱的了解、理解、尊

重、关心和支持。

我特地抽了一节课的时间，和

学生一起讨论如何平等对待与自己

不同的人。我给他们看了几个视

频：早上，小朱妈妈帮忙背着书包，

小朱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走几步，

就要停下来歇一歇；下雨天，小朱爸

爸打着雨伞搀扶着小朱在雨中行

走，两人的衣服被雨水打湿；数学课

上，林老师手把手地教小朱写数字；

午餐时，陈老师给小朱端上饭菜；体

检时，朱老师扶着小朱一个项目一

个项目去检查……这些大人就是小

朱平时生活中的“拐杖”。

经我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

教育，学生们向我保证：“小朱是我们

班级的一员，我们今后一定会好好照

顾小朱的。”

我感到很欣慰，小朱应该又多了

很多“拐杖”。

次日，有学生来汇报：“小朱又摔

倒了。”

我急忙冲进教室，眼前的一幕让

我火冒三丈，只见小朱正坐在地上不

知所措，无辜的眼神盯着小石；而小

石呢，正使劲地拽着小朱的手，这是

要把他的手拽断吗？

不是昨天才教育好，怎么今天又

换花样整人？

我深深地吸口气，让自己冷静下

来，走过去制止：“小石，你在干什么？”

小石抬起头，一本正经地说道：

“陈老师，你昨天不是说要帮助小朱

吗？我看他摔倒了，要把他扶起来。”

原来是我误会了，幸好刚才没

批评，不然就冤枉他了。可是，要把

将近45公斤的小朱扶起来，连我都

感到费力，更不要说一年级的小不

点儿了。

我请学生散开一些，向他们传授

秘诀：“帮助别人也要讲究方法。你

看，如果小朱摔倒了，我们要退后一

步，让他撑着桌子或椅子自己站起

来。万一问题比这严重，那一定要叫

老师来帮忙。”

坐在地上的小朱改为四点爬的

姿势，靠近桌子，撑着桌角，自己站了

起来。

“噢，原来是这样帮助的，我明白

了……”学生们不住地点头。

接纳并帮助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湖州市太湖小学 徐雅锋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有的让我笑逐颜

开，有的让我悔恨终生。

就在前年，我的班上有个女孩，年龄比其他学

生小一岁。她只受过半年的学前教育，刚入学时不

会数数，问她几岁，只会茫然地看着我，默不作声，

这无疑给我的教学工作增添了困难。

我多次向她的家长建议，让她重回幼儿园，一

方面是为孩子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我的私心。可

是，她的家长却决定：宁可留级，也要上学。

恼羞成怒的我，竟当着学生的面说了句：“你家

孩子，即使留级，也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为了证实我的断言，我把她的座位安排到一个

不起眼的角落，任其自由发展。

一次午餐时，我无意间问女孩：“2+1＝？”

她听后放下手中的勺子，对着饭发呆。

我不知道她是在思索，还是在无言地反抗，竟然鬼使神差

地对她说：“想不出来，不要读书。”

话音刚落，女孩眼里噙着的泪花便流了下来，接着她双手

发抖，浑身直冒冷汗。

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我慌了，不停地给她擦汗，安慰她。过了几分钟，她才缓过

神来。

我也一下子清醒了：我这是怎么了？对一个学习成绩不佳

的学生，不理不睬也就罢了，还伤害她的自尊心，是真的恨铁不

成钢，还是觉得这个学生不能在近期给自己带来名利？我如此

冷漠、粗暴地对待她，全然不顾师生情谊，有愧于人民教师这个

光荣的称号。

其实，从女孩平时的表现来看，不能否认她是个勤奋努力

的学生。她总是默默无闻地尽自己的努力做好每件事：作业虽

然正确率不是很高，却每次都按时完成；上课认真听讲，每当教

师提了简单的问题，她也会举手发言。

我骂自己真浑，事后也在尽力弥补过失，把她的座位从角

落调到讲台边，并更加耐心地辅导她，鼓励她在各方面一点点

进步。可我的心中总像有一块疙瘩，堵得慌。

去年，她真的留级了，还是在我的班上。我也欣喜地看到

了她的进步。我不禁想起罗大佑的一句歌词——“别忘了寂寞

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也许学生的家长已经忘记我当

初的那句浑话，或许学生也忘了教师当初是多么的冷酷无情，

但我却不能忘记。

经过这些时间的学习、实践和反思，我渐渐明白：教师也会犯

错，因为无知、偏见、错觉、隔阂，因为对学生的爱还不够深、不够

厚，因为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尊重源于教师对学生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有了这份爱，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教师都会体察学生内心的感受，理智地对待

他们，不会轻率地下结论，也不会用刻薄的语言去讽刺、挖苦。

一句话，一辈子让我铭记在心：教师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

待学生，而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宽容的心境、信任的目光、期待

的眼神、温暖的言行、爱的教育唤醒学生自信的天性，让学生在

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杭州市育海外国语学校
鲁婧婧

很难想象一个美丽聪慧的小姑

娘在公开场合会不停地咳，不停地

喘，讲不出话。

这个小姑娘就是小景，一年级开

学的第一天，我遇见了她。

初次见面，我唱了独角戏
开学第一课，我让学生们轮流作

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

轮到小景，她毫无动静，学生们齐刷

刷地朝她的座位看过去，只见她用力

地攥着姓名纸，身体却丝毫不动。

我想她是胆怯，就走到她身边，

牵着她的小手，一起走上讲台。“现在

小景要为大家作自我介绍，大家掌声

欢迎。”

小景默然无声。

“她还是有点紧张，我们再用掌

声鼓励她。”

掌声再次响起，一秒、两秒……

一分钟过去了，小景依然不肯开

口，但能听见她急促的喘息。见此

情形，学生们有些骚动。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又亮出一招

温柔补场法，蹲下身，搂着她的肩膀：

“告诉大家你的全名叫什么，好吗？”

小景不仅没有回应，而且开始抽

泣和咳嗽。

我赶紧用手拍拍她的背，用请求

的语气说：“别哭，别哭，没关系的，老

师陪着你，我们大家一起说出你的名

字，好吗？我叫郑——显——景。”

一年级开学第一天第一课，我一

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一个班级的新

生，就这样看着他们的新老师一筹莫

展。有着1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的

我，就这样被一个小姑娘打败了。

我不甘心，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

几乎都会邀请小景上台，但每次都是

重复开学第一天的场景。班主任能用

的招数我全用尽了，一学期下来，小景

依然没有在课堂上公开讲过一个字，

学生们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

这件事就像一根鱼刺插在我的

喉咙里，我一直在寻找打开僵局的

法子。

等待契机，创设宽容环境
为鼓励小景开口，同时不给她压

力，我引导全班共读主题为“尊重”的

系列绘本，一起探讨什么是尊重，什

么是鼓励，什么是理解。班级渐渐地

形成包容的氛围，学生们不仅开始包

容小景的不说话，也开始包容每一个

同伴的“特别”。

有了良性的班级环境，我又不断

地和小景妈妈沟通，每次家访，我都

是第一个走进小景的家。我不断地

关注着小景，常常找她聊天。

虽然小景依然无法在人多的时

候开口，但我没有放弃，依然和我的

全班学生一起在默默等待。

写微小说，营造写作氛围
每位教师的心中都应该有无数

把尺子，我把量小景的这把尺子刻度

一再缩小。

慢慢地，我发现在课间和小组

讨论中，小景能说上几句了。更让

我欣喜的是，她日记中的文字自由

而独特。

我想，机会来了。我挑选出小

景的精品日记，编辑成“小景微小

说”系列，发布在班级平台上，并称

小景为“微小说家”，邀请家长们阅读

转发。一周的时间，小景拥有了700

多名粉丝。

这不仅对小景是极大的触动，班

级里的其他学生也开始学着小景写

微小说，竟然在小景周围形成了一个

作家圈，发展出10多名“微小说家”，

发布了20多套微小说系列文章。

小景脸上开始洋溢出自信的笑

容，她的写作也一发而不可收，每篇

日记都是洋洋洒洒2000字以上，并

开始在日记后给我留言：“老师，谢谢

你包容我。”“老师这次发了我的小

说，让我快乐得想飞翔。”

破壳绽放，我们举班欢庆
就这样，4年过去了。我一直没

有对小景的公开表达作过多要求，只

是不断地将那把尺子的刻度增大。

五年级的一次班级阅读手拉手

活动，小景和美娜一起申报了推荐图

书，而且这次竟然是由小景来分享。

她们推荐的图书是《大声说出来》。

分享那天，小景妈妈也来了，当

看到小景在讲台上略微紧张地发言

时，我和小景妈妈都哭了。

分享结束时，全班学生自然而然

地站起来，持续为小景鼓掌。虽然这

只是一次普通的阅读分享，但对我们

班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为了等这一

天，我们经历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课堂上，我会尝试着让小景发

言，虽然每次还是要和全班学生一起

为她做心理建设，但她终于能够断断

续续地讲话了，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

掌声中感受着大家的爱。

后来，班级举办了一场“儿童迷

你TED演讲”，每个学生要面对200

多名观众和多家媒体，述说自己成长

中的思考。

小景演讲的题目是《我稚嫩的改

变》，她从容地走上舞台，用3分钟的

讲述，呈现了自己从不肯开口到很爱

表达的蜕变过程。

我们看着长大了的小景，站在舞

台上闪闪发光，感到欣慰。

如今，小景已升入一所优质初

中，并且成为一班之长。

我记得古罗马教育家普鲁塔克

说过：“儿童的心灵不是一个需要填

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

种。”教师就是点燃儿童心灵所需的

光亮，而我们常常会惊喜地发现，当

带着爱与信念去点燃一颗火种时，燃

起的却是整个班级。

当火种无法点燃，别着急也别放弃

●点评：
小小班级，点燃星火，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成尚荣说：“教育，其实

是回归种子。”教育是一门发现的艺术：教师在日日的陪伴中，发现儿

童，唤醒儿童，发现自己。作者用这则动人的育人故事让我们看见：一

位班主任用“点燃”之力引发教育的万种可能。教育一直就是一个系

统，面对一个不能说话的小孩，仅仅靠耐心和包容是不够的，鲁婧婧是

借用系统的力量在帮助这个小孩：从自己到班级学生的包容文化建设，

到学科教师的环境共建；从班级公

众号平台的创设，到打通家庭教

育，争取全班家长的点评支持……

用几年的时间在为这个班级构建

“看见人人，人人看见”的系统文

化，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没有

这种文化的出现，我们很难看见这

个教育奇迹的发生。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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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十九届
全国攀岩锦标赛暨巴黎奥运会
国家攀岩集训队选拔赛上，由
松阳县民族中学攀岩队培养的
运动员周娅菲代表浙江队参
赛，凭借出色发挥，以7秒08的
成绩获得女子组速度赛第三
名，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将代
表中国队出征今年的世界杯、
亚运会等赛事。

（本报通讯员 杨红卫
毛伟芳 摄）

志冲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