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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王焕霞

新学期，我接了一个新的班级。

第一天，在我的第一节课上，一

个大眼睛的漂亮小姑娘气呼呼地走

进来，一推桌子，一踢凳子，自顾自

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我走上前试

图弄清原委，她却仍翻着白眼，恨恨

地念叨着，无论我怎么安抚都没

用。细问之下才弄明白，是有学生

不小心踩脏了她刚买的小白鞋。

“中秋月明”诗歌朗诵会排练，

小组长连续几次跑来告状：

“老师，小丽嫌自己的台词太少。”

“老师，小丽把我们选的诗全都

否了，让我们读她选的。”

“老师，小丽不按大家编排好的

队形练习。”

……

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这个叫

小丽的女孩是班级里最不好惹的，

孤傲、霸道、蛮不讲理，就像全身长

满刺的小刺猬。

我想，一个孩子不可能生来就

如此，背后一定有某种原因。究竟

是什么呢？

有一次，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让

学生给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写一封信。

小丽给教过她的钱老师写道：

“钱老师，我是那么爱您。下课的时

候我缠着您跟您说东说西。无论我

说什么，您从来没有烦过我，总是耐

心地听着，听得津津有味。要知道，

就连我妈妈也不肯听我说……”

我这才发现，小丽的内心如此

孤独，她多么渴望有人能分享自己

的喜怒哀乐。小丽心里的好老师，

不一定课上得有多精彩，但肯听她

说话。可是，我们总站在成人的角

度去看学生，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内

心的需求。

通过家访，我从小丽妈妈口中

得知，小丽爸爸长年在外地做生意，

只有春节才能回来住几天。

小丽还有个哥哥，脾气比她更

差，动不动就搅得全家鸡犬不宁。

妈妈要照顾兄妹俩的学习与生活，

忙着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哪还

有时间听女儿说话呢？

日久天长，小丽渐渐封闭了真

实的自我，转而用一种傲慢、冷漠的

方式对待他人。

既然得不到认同，就无须再被

认同。活成一只刺猬，可以不让任

何人伤害自己。

大致了解小丽的心理需求后，

我在课堂上看小丽的眼神更温柔

了。只要看到她举手，或有发言的

意思，我就请她回答。

我总在学生面前表扬她：作业

认真，字写得好，愿意思考……

我发现小丽看我的眼神也不一

样了，我感觉到，小丽的内心正在一

点点地向我靠近。

小丽思维灵活，伶牙俐齿，朗诵

课文更是声情并茂，只是她性格上

的缺陷遮掩了优点。我要做的是放

大她的优点，让它们一个个如蓓蕾

般绽放。

我特意安排小丽在经典诵读表

演中领诵，在跨学科学习中担任“中

医馆”的导游，还让她负责晨读的组

织，以及阅读作业的收发……

每一项任务她都主动完成，认

真负责，一丝不苟，收获了不少赞誉。

小丽在语文学习上的进步有目

共睹，但她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并没

有改善多少。她那一副高高在上、

冷若冰霜的姿态，让同学们对她敬

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如何让小丽建立班集体的认同

感与归属感？我想，应该让所有学

生看见小丽的变化，而不是只有我

看见。

凭着她对我的信任，我找到一

个合适的时机，和小丽在一张“心灵

便笺”上约定：努力做到一星期不跟

同学发生矛盾。

她皱起眉头，有些为难。在我

的鼓励下，她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答

应试一试。

一星期后，我拿出这张“心灵便

笺”，小丽摇摇头，脸唰的一下红

了。看来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我微

笑着说：“没关系，这是一个从未有

过的挑战。”

“那你觉得跟同学发生矛盾的

次数减少了吗？”

小丽点点头。

我拉起她的小手，说：“这就是

一个好的开始，回忆一下，你是怎么

克制住自己的？”

接下来的几周，虽然她跟同学

的冲突时有发生，但总体状况向好。

恰巧最近班级里有个学生脚

受伤了，不能去餐厅吃饭，得找人

帮忙打饭；等他吃完，还要将餐具

送回餐厅。

事虽然不算大，但如果天天做，

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当着全班的面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小丽。

“小丽，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

你，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

郑重其事。

小丽有些不好意思，但眼神中

的坚定让我踏实。

果然，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

一到吃饭时间，她就冲向食堂，选

好饭菜送到教室；自己再跑回餐厅

匆匆吃几口，吃完后又返回教室收

拾餐具。

等到受伤的学生完全康复后，

我把小丽请到讲台上，当着大家的

面说：“这段日子，小丽用爱心和责

任心照顾同学，风雨无阻，坚持不

懈，做得非常好。”

骤雨般的掌声瞬间响起，在学生

的脸上，我看到了信任，看到了友情。

之后的日子，我经常看到小丽

和同学结伴而行的身影。在不知不

觉中，她已悄然融入班级，不再是那

只浑身带刺的“小刺猬”了。

“小刺猬”变形记

●点评：
在班级生活中，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一个学生来说极为重要。如

果个体长期处于得不到承认的境地，体验到的更多的是疏离感，就

会出现过多的“我没用”“我不是这块料”的负面评估。久而久之，学

生的学习热情就会消退，参与意识变淡，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最终

可能导致破罐子破摔。面对孤傲、

霸道、蛮不讲理，如同全身长满刺

的学生，王焕霞老师精心设计让爱

看见、激发亮点、同伴接纳的系列

教育举措，用诚心、耐心与爱心呵

护学生，满足学生的内心所需，给

予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成功地激

发了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杭州市钱塘区河庄江东幼儿园
申屠波

我满怀期待地打开新接手班

级的名单，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视

线——方方。

我没教过他，但对他印象很深：

圆脸、大眼睛，长得帅气。我曾看

到，前任班主任王老师拉着他的手

在前面走，他跟在王老师身后吃着

自己的大拇指，嘴里偶尔蹦出几个

含糊不清的词语。

经验告诉我：方方可能是需要

特别关照的学生。

王老师告诉我：方方不能理解

和遵守规则，上课坐不住，会在教室

里游荡；对声音特别敏感，当音乐响

起，就会兴奋得不能控制自己，像晕

船一般东倒西歪；他几乎不参加集

体活动，做早操对他来说是高难度

运动；还有，方方不怎么与其他人交

流，在班级里没有朋友……

我想起自己有个学生在读特

殊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便向她咨

询，让她给我一些专业建议。我在

知网查阅了几十篇与孤独症相关

的论文，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学过的

特殊教育知识，初步判断方方存在

语言障碍，及早发现并干涉是应然

之举。

开学前，我对方方进行了一次

家访。

刚走出电梯，我就看到方方妈

妈抱着方方在门口等候。“你好呀，

方方。”我和他打招呼，他躲到妈妈

后面。

我和方方妈妈坐下，方方就在

房间里跑来跑去，似乎有点兴奋，但

没有和我说话。

方方妈妈说：“可能是发育得比

较慢吧，孩子两岁才说话，说的话我

们也听不清楚。平时在家里一点也

待不住，下雨天也要往外面跑。我

们真的很焦虑，也不知道怎么办，总

担心幼儿园会劝退我们。”

我安慰她，幼儿园是不会劝

退方方的，并表达了对她辛苦付

出的理解。然后，我向她提出建

议：带方方去医院做专业检查，在

医生科学的诊断和专业的指导下

帮助孩子。

也许是熟悉了我的存在，方方

一屁股坐到我的腿上，并递给我一

个小猫咪玩偶，刚才还有的害羞也

在瞬间消失。

方方妈妈说，我和方方之前的

一位早教教师特别像，都是温柔型

的，那位教师也提过类似的建议。

方方并没有开口说话，眼睛也

没有看我。我轻轻地把他的头转

向我，对他说：“方方，我是老师，看

着我。”

方方嘴里模仿着：“看着我。”但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

“方方，老师的眼睛在哪里？用

手指一下。”

方方用手摸摸我的眼睛，目光

终于落在我的脸上。

我摸摸他的头以示表扬，又一

次说：“方方，看着我。”

这一次，方方只用了两秒钟就

与我对视，笑着说：“老师。”

我抱抱他，他高兴极了。

方方妈妈又欣喜又惊讶，我向

她解释，这是通过下达指令、鼓励强

化的方式，训练方方的注意力；并建

议家长平时也可以用方方喜欢的东

西作为强化物，让方方有效地控制

自己的行为。

我还准备了一个《唇舌操》视

频，让方方妈妈平时放给孩子看，进

行气息控制的训练。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方方妈妈

的信息：医院开具了儿童心理发育

评估量表，并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方方妈妈一再表示感谢，并附

赠了一段方方邀请我再去他家玩的

语音。

与学生目光相遇时

近日，在江山市虎山小学运动会中，学校特地
举办了一场家长拔河比赛。每个年级精挑细选出
8男4女共12名家长代表参赛。经过初赛、半决
赛和决赛的层层考验，四年级的家长代表力克群
雄，胜利夺冠。比赛中，加油声、呐喊声震天动地，
将运动会氛围推向高潮，大大增强了家校凝聚力。

（本报通讯员 高 峰 王华君 摄）

老爸老妈加把劲

□永嘉县永临中学 林耀辉

有一天，我接到小凯的电

话。聊到最后，他问我：“老师，你

是什么时候知道那双椰子鞋的秘

密的？”

小凯的话把我的记忆拉回那

个燥热的午后，那是高二刚分班后

的一个课间。

小凯和小杰在教室里扭打在

一起。我急忙跑到教室，分开两个

学生，了解事情的经过。

原来，小凯听到小杰议论他那

双椰子鞋是假的，气不过，两个人

就发生了冲突。

不经意间，我看到小凯手臂上

的瘀青，眉头一紧：“小凯，你是不

是受伤了？还有哪里也伤到了？”

小凯挥挥手，满不在乎地说：

“老师，男人有点伤算什么？我不

是今天受的伤。”

我再仔细看伤痕，红紫色的，

确实不像新伤。

后来，我拨通了小凯妈妈的

电话。她沉默了好久，说：“老师，

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他的伤

跟班里的同学没关系。是我没有

教好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我的疑惑层层加码，于是，我

找到小凯的高一班主任。这名班

主任告诉我：“小凯曾说，家里有两

个化妆品城等着他去继承，因此他

到学校就是来混日子的。”

难道他真是一个富家子弟？

当天下午，我到小凯家去家访。小

凯家是一幢30余年的老房子，墙

壁发黄发黑，栅栏上的油漆似乎轻

轻一碰就会剥落。

我的到来让小凯妈妈很意外，

她着装朴素，双手粗糙，头发夹杂

银丝。她一时手足无措，过了很久

才发出邀请：“老师，您坐。”

经过交谈，我知道了，小凯的

爸爸妈妈在镇上的一家排档打工，

爸爸要到凌晨才下班，而那双椰子

鞋确实是假的。

小凯的伤痕是上周他的爸爸

拿皮带抽的，因为他爸爸秉承的是

“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

的理念。

晚上，我第一次拨通小凯爸爸

的电话。“老师，我家那兔崽子又惹

事了吗？你跟他妈妈联系吧。”

“啪”，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校的心理教师分析，家境的困顿与爸爸粗

暴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小凯的极度自卑，生怕别人

看不起他，于是就靠吹嘘来补偿和排解。

我决定努力建立小凯的自信，因为我发现他

在数学学习上有非常大的优势。

我和数学教师决定在班级举行数学说题比

赛，并邀请小凯参加。他满不在乎地答应了。筹

备比赛的那几天，我发现他在非常认真地准备。

不出意外，小凯获得了冠军。

我计划举行一个简短而隆重的颁奖典礼，并

邀请小凯爸爸当颁奖嘉宾。

有了上次的经验，第二次拨通小凯爸爸的电

话，我立刻把小凯获奖的消息告诉他。

小凯爸爸很震惊，反复向我确认是不是打

错了。

那天，小凯爸爸没有挂掉电话，跟我聊了很多

关于小凯的事。

当小凯爸爸走进教室时，我关注到小凯马上

低下头，变得紧张、不自然。而当看到屏幕上同学

们写的颁奖词，爸爸亲手把奖状交给自己，还拍拍

自己的肩膀时，我看到小凯的眼中闪现着不一样

的光。这是父子和解的标志。

晚自习的时候，我把小凯叫出来谈心。谈到

说题大赛，他的眼睛里充满自信，整个人都在闪闪

发光。

我说：“希望以后我们能被你的才华吸引，而

不是你的椰子鞋。自信的你就是最好的你，是什

么物品都无法替代的。”

之后，“说题冠军”就成了小凯的新标签，那场

椰子鞋风波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第二届说题比赛如约而至，小凯穿上一双普

通、干净的鞋子，自信地走上讲台。这个男孩再也

不用物质的伪装来弥补内心的焦虑。

那双高仿椰子鞋他再也没有穿过，身上也再

没有出现过伤痕。

高二结束前，小凯在周记里写到想成为一名

医生，我欣喜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高三那年，他非常努力。可高考揭榜后，奇迹

终究没有发生。

填报志愿前，他穿着那双普通、干净的鞋子来

到学校，坚定地告诉我他决定报护理专业：“老师，

我想离梦想近一些。”

入学后，他发了一张自己穿白大褂的照片给

我：“老师，梦想照进现实了。”

“林老师，谢谢你。”小凯爸爸在电话里说。

2020年，小凯毅然签下请愿书，申请前往抗

疫一线，成为千千万万“大白”中的一员。他穿着

那双普通、干净的鞋子，逆行在抗疫的路上。没有

人生来就是英雄，只不过是有人需要，他们才选择

成为英雄。小凯在追光的过程中，成为自己生命

中的那束光，照亮他人。

给
他
光
，他
就
会
追
逐
光
，成
为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