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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王蓓蓓

每一个学生都是有无限能量的

“小行星”，但是总有“小行星”会脱

离成长的轨道。本学期的家访工作

拉开序幕，伴随着盛夏的高温，我们

挨家挨户地走访：发现学生问题，寻

找问题根源，帮助脱轨的“小行星”

重新正常运转。

我们班的小吴是一个积极热心

的女生，经常为班级服务；但她敏感

易怒，有时故意不完成作业，成绩浮

动较大。

她的妈妈经常与我交谈，对女

儿的叛逆倾向忧心忡忡，渴望得到

教师的建议和帮助。

在蝉鸣声中，我走进小吴的家，

看见她正忧虑地站在沙发旁，显得

十分焦躁不安。

她的妈妈一见到我，就拉着我

的手，开始数落小吴的行为：“让她

写作业就磨磨蹭蹭，推三阻四。天

天半夜不睡觉窝在房间里玩手机。”

小吴低着头，局促不安，手指不

停地绕着圈。

“她爸爸比较严厉，可是因为单

位经常加班，没时间管孩子。他还认

为，我只会大喊大叫，不会科学教育

孩子，才导致女儿的叛逆。”说着说

着，小吴妈妈的眼眶都湿润了。

一看就知道，小吴接受的是典型

的中国式家庭教育——父亲角色缺

失、妈妈过度焦虑、孩子叛逆难管。

因为小吴爸爸忙于工作，小吴

妈妈很早便做起全职太太，她觉得

自己学历水平低，不愿女儿重蹈覆

辙，一心“望女成凤”。

妈妈的焦虑和孩子的叛逆不可

避免地发生碰撞，母女俩闹得不可

开交。渐渐地，小吴不想与妈妈沟

通，沉溺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而

此时小吴爸爸非但无力制止，转而

责怪妻子，对妻子的付出视而不见，

这加剧了家庭矛盾。

在了解小吴的家庭情况后，我

给母女俩提供了三股“引力能量”，

帮助小吴重回“小行星轨道”。

引力能量一：“家庭夸夸卡”
我拿出小吴在校的照片和视频

给小吴妈妈看：“小吴在校的表现一

直很棒，是个好孩子，这跟您平时的

管教分不开。”

我顺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夸

夸卡”，放到小吴妈妈手上，指导她

多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将夸奖

的话写在卡片上，可不要吝啬你的

赞美哦。”

小吴妈妈紧紧攥着“夸夸卡”，反

思着自己不经意间的话语对孩子的

伤害，情绪激动，甚至泣不成声，表示

一定要慢慢学会理解和关爱女儿。

引力能量二：“我与父母不一致”
我语重心长地对小吴说：“其

实，你什么都懂，对不对？妈妈每天

起早贪黑，时刻关注你的学习和生

活，有时候难免脾气大点，要学会看

见、理解妈妈。更何况，学习是自己

的事情，怎么能让妈妈催呢？你在

老师眼中是个好学生，在家也应该

做个好孩子。”

小吴听完重重地点头。

我给小吴分享了一张“我与父

母不一致”表格，这张表格能够呈现

她父母的看法、做法不一致的地方，

从而训练换位思考能力，走进父母

的心，理解父母的爱。

引力能量三：“亲子地板时间”
为改变小吴家紧张的亲子关

系，我向小吴一家三口提出“亲子地

板时间”的建议，一家人每周可以约

定一个时间，围坐在地板上聊天。

聊天应当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进行，

不急于对小吴遇到的问题发表看

法，更不能给出负面的评价，而是要

以理解的态度去倾听，让小吴愿意

说出自己的想法，释放自己的压力。

小吴妈妈看着小吴，点点头，表

示接受并会积极完成。

我还准备了一个“解忧盒”，让

小吴平时有什么困惑，都写在纸条

上，放入盒子里。父母通过解决纸

条上的困惑，获得小吴奖励的“金

币”。在每周的“地板时间”，父母用

“金币”向小吴“购买服务”，比如让

小吴绘制一张贺卡送给父母，或是

做一道菜给全家品尝。

事后证明，这些引力能量小妙

招很有成效，小吴这颗“小行星”已

经重回轨道，发出闪亮的光芒。在

第二次的钉钉视频家访中，小吴妈

妈言语中的情绪已经有了明显好

转，小吴爸爸也表示经常辅导小

吴的学习。小吴还向我“邀功”，述

说自己在家的进步，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一家人相互看见、相互欣赏、相

互体谅，享受亲子时光的快乐，尝到

了和谐生活的硕果。

家访，是连接学校和家庭的桥

梁，敲开一户家门，打开一扇心门，

以真心换诚心，用热情换真情。家

访不仅是与家长的交流，更是对学

生的关爱，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观

察的眼睛，每一颗偏离的“小行星”

都值得期待。

□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宋娟芬

新生报到已经一个多月了，学校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请家

长们跟孩子一起听课、一起活动，了解孩子入学一个月来的收

获。家长亲临现场，目睹孩子在校学习和行为习惯养成情况，这

当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蕊蕊的妈妈就是属于听课听到郁闷的

那一类家长。

蕊蕊一家从外省来，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做生意创业，非常不

容易。

蕊蕊是大女儿，父母怕她不合群、受人欺负，就鼓励她要大

胆，带她出入各种场所，交往各色人等。用蕊蕊妈妈的话来说是

“放养”，希望蕊蕊能变得足够“强大”。

开学一个月来，蕊蕊纪律散漫，上课时不能专注，玩文具，还

跟同桌讲话。这次，她妈妈亲眼看到她上课的样子，非常着急。

第二天早晨，蕊蕊走进我的办公室，将一把长长的戒尺递到

我手中，然后退了一步，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怯生生地对我说：

“老师，这是我妈妈让我带给你的。”

我满脸疑惑，问道：“为什么呀？”

“妈妈说，如果我不乖，上课不遵守纪律，就让老师用它打

我。”说完，她低下头，不停地揉着手指。

我蹲下来，抓住她的小手，把她拉向我，说道：“如果你在校不

遵守纪律，那是老师没教好，打的应该是老师呀。”

她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你现在虽然比别的小朋友慢了一步，但接下去，宋老师会特

别关注你，帮助你养成好好听课的习惯，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

这样就不用受罚啦。你愿意配合吗？”

她听了使劲点头，开心地走出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蕊蕊虽然还是会在课堂上有一些自由

散漫的表现，但是每当我用眼神示意，她都能够接收并理解我传

递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

慢慢地，她开始对课堂上学的知识感兴趣，能够把注意力放

在学习上，体会到学习和探究的快乐。

□陈连清

教师节前夕，我约了同学驱车

前往温岭市箬横镇街龙头村探望陈

人斋老师。陈老师曾任横湖小学、

坞根小学、城北小学、五七学校、松

门中学、箬横中学、高龙中学等学校

的校长，获得过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现已退休多年。

走进街北，迈进一座老宅，我们

见到了满头白发、神采奕奕、笑容可

掬的陈老师。

拉了一会儿家常，聊到了我高

中那会儿。我们和陈老师达成共识：

那个年代最艰苦，苦得刻骨铭心。

“没有电灯，没有水泥路，饮用

水还是从小河里打上来，用明矾沉

淀后烧开的。”

说到这里，陈老师的话匣子打

开了：“我一生教书，深切体会到，凡

成大材者，都是被逼出来的。苦虽

然是客观环境，但直面它、接纳它，

从中磨炼意志和能力，苦就能被我

们所利用。”

那时的学生们晒黑了皮肤，强

壮了筋骨，修完了高中课程。走上

社会后，他们有的从事行政管理，有

的成了教授和研究员，有的甚至还

成了中科院院士，更多的人跟陈老

师一样，成了中小学教师。

我记得当年有个叫张鹏的学

生，奶奶病重，陈老师为了不让他失

学，将这个非亲非故的学生当作子

女一般照顾，帮他付学费、做衣服、

买学习用品、辅导功课；张鹏上了初

中，要去更远的地方上学，陈老师还

送了他一辆自行车。

陈老师 1952 年参加工作，一

直履行“但求耕耘，不计得失”的座

右铭，用朴素的情感激发学生的上

进心，不知帮助了多少像张鹏这样

的学生。

陈老师1992年退休，而退休后

的这30年，他依然在尽一个教师的

职责。

陈老师为本村学生树立了一

个榜样——陈永平。他是陈老师

在五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考上温

州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潜心

教学和科研，获得了多项荣誉，

200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

工作者，次年破格晋升为博士生导

师，是感染学科的知名专家，在抗击

非典和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承担重

任，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中国

好人”和“浙江好人”。

陈老师将陈永平的事迹放在村

文化礼堂中展示，在村史校史中刊

出，并经常向本村学子宣讲，激励青

年刻苦学习，奋发有为。截至今日，

龙头村共有大学生60余人，其中博

士、硕士毕业生15人，成为远近闻

名的“大学生村”。

“老师太操劳了，该好好休息

了。”我劝道。

陈老师目光炯炯地扫视着我

们，缓缓道来：“我是做惯了的人，闲

不下来，心里放不下，总想着还要为

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近20年，龙头村的乡镇企业

发展壮大，很多村民纷纷回乡办厂。

这样一来，外来务工者增加了200多

人，每年在学流动儿童增加了十五六

人，村里外出经商做工的家庭有留守

儿童20多人。陈老师就想着，能不

能为这些学生做点什么。

他先从组织上入手，建议村里

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自己

担任顾问；然后，以关工委的名义逐

个与中小学校协调，为流动儿童入

学免了当时的借读费。

陈老师的家成了“流动儿童与

留守儿童之家”，家里各类书籍向学

生免费开放阅览，节假日学生可以

到他家做作业、吃午饭。陈老师一

家买菜、做饭、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学生因常年在他家吃住，都亲

如一家人了。

留守儿童陈鑫迪发愤努力，考

上了温岭中学、上海交通大学，并

在上海交大读研究生。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

2017年“三改一拆”后，很多企

业迁出了龙头村。可许多家长竟然

“赖着不走”，继续在村里租房，让孩

子留在这听陈老师的教诲，他们宁

愿为此两头来回奔跑。

陈老师还负责多部村史校史的

编纂工作。“手上有事做着，心里就

舒坦。”陈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一脸满

足，“1953年第一次普选，我就被本

村乡亲选为人民代表，那时我才刚

踏上讲台呢，我不能辜负乡亲们的

信任。”

现在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好

了，子女为陈老师在城里买了房，但

一直空置着。“我还是离不开这片土

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老方

式。我为学生们做这些事情也是一

种养老。”陈老师说。

（作者系温岭市教育局教研室
原教研员、温岭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胡倩雯

在一次代课过程中，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

意，他的作业字迹潦草，错误很多，这说明他的基础知识掌握并

不扎实。

发放学习任务单时，我请他收起课本，静心完成。但其他学

生七嘴八舌地说：“老师，他不用写这个，他不会写的。”

他不以为意地望了我一眼，我从中察觉出一丝未泯的智慧火

花。我连忙制止其他学生的喧闹，问他：“今天这份看拼音写词语

的练习，你想试试吗？”

他点点头。

我递给他一张任务单：“如果你会做，就试试。”

全班顿时安静下来。

可是，大半节课过去了，他的任务单上仍是一片空白。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他没有说话。

“平时大家完成这样的练习时，你会做什么呢？”

他的口齿不清，我勉强能听懂：“我就……我就抄词语。”

“那你现在可以选择抄写词语。”

他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课本和本子开始抄写。

下课后，我翻开他的本子，里面密密麻麻抄满了每一课的词

语。我就坐在他的身边批改，圈出其中抄错的地方。许多学生围

过来观看，又一次议论开了：“你看你看，他抄都会抄错。”“他就是

这样，什么都不会。”

有的学生还加上一些讽刺，我听出来，是在显示自己跟他不

一样。

他皱起眉头，想要为自己辩解，可半天才挤出几个字，这让那

些得意的嘴脸更嚣张了些。

我生气道：“我真不喜欢你们这样说。老师第一次认识他，但

感觉到他是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一个学生。”

“是的，我也觉得他进步很大的。”一个扎羊角辫的女生马上

附和。

“对呀，对呀，你们看他最近字都写端正了不少呢。”又是一声

褒奖，我偷眼看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或许是挫败感转化成了动力，或许是大家给他鼓的劲儿，第

二节课一开始，我便见他二话不说开始抄写，一节课抄了整整两

大页。

学生们不再对他冷嘲热讽，纷纷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问题的出现恰恰是教师帮助学生的良机，也恰恰是教师不断

修正自我、获得成长的良机。

育人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学生相处的艺术。“亲其师，信

其道”，如果学生能够亲近教师，教师的工作就容易开展。但和学

生打交道是一件耗费精力又责任重大的事，教师无论怎么训练有

素、经验丰富，都会担心甚至害怕出现失误。

而对特殊学生的教育难度更大，在长期的工作中，我总结出

这样两点。

一是“发现美”。比如文章中的这个学生，别的学生可能只需

要花上半个小时就能做完的作业，他却经常要耗费一晚上。他并

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完成练习，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信心，更多的

时候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要求。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始终相信他们存在着优势，也一样有着

闪光点。他们毕竟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去思考

问题，这其实说明他们比其他学生更有定力，同时也拥有更强的

上进心。

二是“促团结”。特殊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会因为一次失败

而苦恼，也会因为自己的进步和别人的鼓励而充满斗志。

就抄写词语这一项来看，这个学生的表现并不比其他学生

逊色。教育是双向的馈赠与唤醒，我仅仅表扬了他一句，很多学

生都表示认同。我相信，相处久了，这个善良、可爱的学生一定会

被集体所接纳和喜爱。

与“特殊”学生的
相处之道

带到学校的戒尺“小行星”的重回轨道之旅

一位老教师的“退而不休”

●点评：
杨绛先生说：“好的家庭，好的教育，才有好的孩子。”父亲角色的

缺位、妈妈角色的越位与过度焦虑，均会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造成不

利的影响。本案例以“小行星”重回轨道作比，聚焦家庭教育失当导

致的亲子关系紧张问题，生动形象，恰到好处。教师追根溯源，明确

问题所在；通过走进现场，探寻背后原因；提出三条“引力能量”，循循

善诱，成功化解家庭矛盾，融洽亲子关

系。“家庭夸夸卡”记录父母对孩子的理解

与爱，“我与父母不一致”表格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走进彼此内心，“亲子地板时间”

给予家庭成员更多沟通的时间与机会，三

条“引力能量”为摆脱家庭矛盾的漩涡提

供行之有效的妙招，架起家校沟通的桥

梁，充分展现教师为破解家庭矛盾作出的

有益探索。

点评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
教育研究所 关兴莹

10月12日上午，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第二初级
中学第二十四届运动会拉开帷幕。本届校运会的主
题为“传承亚运精神，谱写青春华章”。入场式中，各
班大显神通，展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如901班
队形用蓝色绸缎模仿金文“丼”字，呈现了“好学校要
挖‘井’”的办学理念。图为在现场掀起小高潮的805
班跆拳道表演。

（本报通讯员 王耿强 沈佳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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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千钧

“我与父母不一致”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