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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快乐运动
共享天伦共享天伦

近日，江山市江滨幼儿园近800名家长与
孩子其乐融融，共度了趣味亲子运动会的快乐
时光。传球大战、“袋鼠”跳跳、担架接力等一系
列的比拼活动，以及彩虹伞、滑溜布等各种器械
游戏，让运动员铆足了劲、观众笑弯了腰。图为
家长和孩子正在进行“泡泡糖”游戏。

（本报通讯员 柴海英 摄）

□杭州市萧山区南都小学
杨加桓

“杨老师，能不能麻烦你来一下

校门口，小晨不肯进去……”家长说

话急促，背景音夹杂着学生撕心裂肺

的哭喊。

1.32米的个子却穿着大号校服，

与小晨初次见面，他就让我过目不忘。

更让人头疼的是，隔三岔五就有

对他的投诉：做事磨磨蹭蹭，排队姗

姗来迟……“慢速播放”使得小晨成

为班级“红灯卡”上的“常驻嘉宾”。

“杨老师，小晨上美术课睡着

了。”“他的口水把衣服都弄湿

了。”……我刚进教室，学生们就一

拥而上，七嘴八舌地说着。

我把小晨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

“上课睡觉，是真的吗？”

“嗯。”

“不舒服吗？”

“没有。”

“这么有趣的美术课，你怎么舍

得睡觉？”

“……”

小晨攥着衣角，不再说话。

等他回去上课时，我给他爸爸打

电话。交谈中得知，为避免大家口中

成绩掉一掉的“三年级现象”，小晨爸

爸对小晨提高了学习要求。

但“拖拉病”使得小晨的睡觉时

间一再延后，难怪在美术课上都能

睡着。

放学时，小晨正在做值日，我便

喊他一起打理教室的绿萝。

“好奇怪，已经装满土的花盆为

什么还能装得下水呢？”我一边往花

盆里倒水，一边说。

小晨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接我

的话。

我笑了笑，用洞察一切的口吻对

他说：“你每天很晚睡，总有做不完的

事，就像这装满土的花盆，什么都装

不下了。”

小晨听见这话，像找到知音一般，

很想大倒苦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但泥土里有我们看不见的空

隙，所以装满土的花盆照样能‘喝’下

一杯水。小晨，如果你能够在‘时间

空隙’里装进重要的事情，那你肯定

能打败‘拖拉病’。”

小晨低下头，也拿起纸杯浇水，

一直看着水慢慢渗进泥土里，夕阳照

在他认真的脸颊上。

后来的几天，小晨给我带来欣

喜，课前准备、排队就餐，他不再是班

级的“小尾巴”了。

看着进步的小晨，我暗自庆幸自

己教育得当。可我还没来得及公开

分享小晨的进步，就被这一通电话浇

了个透心凉。

“我不去，我不上学……”小晨死

死拉着车门，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我走到小晨身边，轻轻抱抱他

说：“小晨，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我话还没说完，小晨一把推开

我，自顾自地跑进学校。被推倒的我

愣了一下，赶紧追上去。

我在农场找到小晨时，他一个人

瘫坐在花圃旁边。周围散落着的碎

纸片，以及他剧烈起伏的胸口、由嘶吼

变成的抽泣，告诉我他真的受伤了。

“是不是这本书让小晨这么难过

呀？”我把纸片拼凑起来。

“我也想做好，但是每次都来不

及，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为什么？”

这是班级驿站的一本绘本，里面

有一幅画着蜗牛的插图，有人在旁边

写上了小晨的名字，还有“拖油瓶”

“讨厌鬼”“老鼠屎”等字样。

“这些人可真没有发现美的眼

睛，一定是杨老师没教好。宽容的小

晨，再给老师一次机会，好吗？”小晨

看看笑盈盈的我，接过纸巾，也接过

了我的歉意。

我在农场里找了几块大小不一

的石头。“如果这些石头代表小晨身

上大大小小的‘拖拉病’，那最小的这

块是哪个‘小魔怪’呢？”我问。

我和小晨击掌为盟，一起签署对

付“拖拉小魔怪”的宣战书，将整理书

包作为我们出击的第一个小目标。

小晨回到教室后情绪仍然有些

低落，我就给他安排了一份采访整理

小达人的活。没想到，一连几天，都

能看见小晨围着他们转。我心中暗

喜：他这次真的不是空喊口号。

我和小晨把收集到的妙招画成

“蜗牛”大富翁桌游，在游戏中熟记整

理步骤的小晨信心大增。

“杨老师，小块的石头我已经搞

定了，剩下的几块怎么办？”一周后，

小晨尾随着我走进办公室。看起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发起总攻了。

我把“时间管理尺”交给小晨，在

这把尺子上标注需要做的事情，再利

用计时器，估算完成每件事情所需要

的时间。

“重要的事情先做”和“一次只做

一件事”两条时间管理口诀让小晨跃

跃欲试。

小晨受邀参加班级达人秀，他在

分享方法时，收获一众小粉丝。

我出示那天让小晨声嘶力竭的

插图，上面已有不少新的“跟帖”：“对

不起，其实你很棒”“你现在比龙卷风

还快”……

小晨用笑容接纳了这一段过往，

同辈力量让他们共同成长。

插图最下方有一条新留言：“蜗

牛慢一些没什么不好，他充满希望和

执着，只要认定目标就会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成长犹如逆水行舟，教育是一场

生命的互动。“小蜗牛”的成长是小晨

的成长，是集体的成长，也是作为教

师的我的成长。我们在问题中反观

自己，更新自己，改变自己。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尹 艳

“老师，小豪打人！”“老师，小豪

又生气了。”……接手一年级没几

天，我就不断接到学生对小豪的投

诉。他就如同一只喷火龙，一言不

合就情绪失控，向周围人喷洒他的

怒火。

对于教师的批评，他不接受，充

满质疑。他每天怒气冲冲，认为所

有人都在欺负他。

秉承先了解再处理的原则，我

继续观察。

一个月后，小豪的情况更加严

重了，每次和同学闹了矛盾，就躲在

小花坛里不肯进教室，嘴里还念叨

着“我不想见到他们”“我讨厌所有

的人”。

放学后，我与小豪妈妈交流，了

解到小豪有一个强势、霸道的姐姐，

总是被姐姐欺负，却又不知如何反

抗；父母不知如何平衡两个孩子之

间的关系，无力解决矛盾，使小豪的

情绪被长期压抑。

小豪大班时，父母外出一年，小

豪由外婆照顾。外婆的溺爱又让小

豪得到过分的关注，开始习惯于肆

意宣泄情绪。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小豪缺乏包

容心和同理心，在规则的遵守与情

绪的自控上存在困难。

幼小衔接阶段的变化不仅在学

习环境上，也在行为规范和角色期待

上。小豪对小学的课间纪律、教师管

理、伙伴相处等模式还不适应，无能

感使他的情绪变得更加敏感易怒。

再加上现在的孩子处在更宽松、更自由的成长

环境中，在家中有平等对话的权利，更看重个性与价

值被认同与尊重；在学校不再盲从教师，对强制性的

命令易生反感心理，部分学生还会出现反抗行为。

我不再盯着小豪的问题，而是对他多了一份包

容，接纳他的负面情绪，了解他的内心想法。

某天，小豪又与外班的学生发生争执，在别人脸

上留下几道指甲印，自己也挂了彩。

事情与他无关，别人在互相对骂，小豪却冲上去

打人。了解到这些，我的怒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你怎么回事！”

小豪脸上瞬间出现倔强和愤怒的表情。我马

上意识到，如果继续用这样的方式，他又要开始“喷

火”了。

我马上转换语气，询问他的伤势，并提出带他去

处理一下伤口。

以往小豪一出事就僵在原地，拉也拉不动，现在

居然顺从地跟我走了。处理好伤口，我表扬小豪能

在教师制止时及时停手。小豪大概没想到我非但没

有批评他，还表扬了他，变得有些扭捏。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是他们先骂人的！”

“肯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吗？”

小豪愣住了。

“你是聪明的孩子，想一想，下次遇到这种事怎

么办。先去上课吧。”

小豪没再辩解，顺从地回到教室。

等小豪完全冷静后，我再和他提起这件事，他能

理智地与我交谈。看来，针对这类学生，教师越上

火，学生越叛逆；只有冷处理，让火气降下来，才有利

于问题的解决。

我想到了绘本《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课间，

我和小豪一起阅读，小豪读得津津有味。

“阿古力为什么会喷火？”

“阿古力被波泰传染了喷火病。”

“到处喷火有什么危害吗？”

“阿古力把房子都烧了，还把水池变成了火锅，

别人都很怕他。”

我肯定了小豪的回答，告诉他，肆意乱发脾气，

会像阿古力一样，伤人害己，最终会没有朋友。

小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但我当时就是很生

气，很想打他们”。

“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是最了不起的，老师知

道你是男子汉，试试看，下次生气时不要理睬别人，

心里默数10个数，让自己冷静下来。”

几天后，小豪主动找到我说：“老师，刚才×××

对我做鄙视的手势。我本来很生气的，但我数了10

个数，感觉好像没这么生气了。”

“做得真好！”我肯定地摸了摸他的头。

小豪眼睛亮亮的。

后来，我们还一起阅读了绘本《菲菲生气了》和

《我的情绪小怪兽》。我告诉他：“生气是每个人都有

的正常情绪，如果生气了，要找到排解的方式，不能

向别人发泄。”

为此，我与小豪妈妈多次交谈，提醒她多关注孩

子的内心世界，公平公正地处理孩子之间的矛盾。

我还向她推荐了《正面管教》一书，告诉她：孩子的行

为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隐藏在水里的大部

分则代表孩子的深层次需要。

我将小豪点点滴滴的进步通过短信或视频的方

式告知小豪妈妈。看到小豪在学校里的变化，她对

孩子的评价不再是“我管不了他”，而是转变了与孩

子的交流方式，从原来的命令式变为建议式。

后来，小豪妈妈反映，小豪能听进父母的话了，

家庭氛围也变得和谐了。

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

一场持久战、拉锯战。现在，小豪有时还会因为和同

学闹矛盾来找我，但情绪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激动，也

不会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了。

□嵊州市城北小学 金培培

立夏时节，嵊州有挂蛋的风

俗。这可是难得的教育机会。

早晨，学生们胸前挂着造型别致

的蛋袋来到教室，有红彤彤的金鱼、

绿油油的小恐龙、金灿灿的小鸡……

“同学们，平时都是爸爸妈妈保

护你们，今天可不一样，你们升级当

蛋宝宝的爸爸和妈妈了。大家要注

意，蛋宝宝的身体很脆弱，轻轻碰一

下就有可能受伤，你们的衣服也要遭

殃了哦。”我用夸张的语气嘱咐着。

“我肯定能保护好。”

“我是最负责的妈妈。”

“我的是鹅蛋，可硬了，没那么

容易破。”

……

看着他们拍着胸脯胸有成竹的

样子，我微笑着点点头：“好的，等到

下午最后一节课，看看哪个同学的

蛋保护得最好。”

豪言壮语犹在耳，但到了下午

验收的那一刻，只听教室里哀号遍

野，好几个学生弯腰处理着蛋宝宝

的残骸，情况惨烈。

“金老师，有人撞我，把我的蛋

弄破了。”

“我不小心滑一跤，蛋碎了。”

“还有人的蛋是完整的吗？”

竟没有一个人举手。

“同学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问。

“可麻烦了，脖子沉沉的，上厕

所、系鞋带怕碰到，一整天都提心吊

胆，玩也不敢玩。”

“虽然你们的蛋宝宝都阵亡了，

但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你们才当

了一天的蛋爸爸、蛋妈妈，就感觉很

辛苦了，妈妈怀孕的时候可要经历

十个月，你们知道妈妈是怎么坚持

过来的吗？”

“妈妈辛苦那么久，就是为迎接

新生命的到来。”

“因为妈妈爱我们呀，她要坚持

把我们生下来。”

“你们说得真好。你们都是爸

爸妈妈含辛茹苦养育出来的独一无

二的宝贝。”

……

“同学们，又到了本周的分享时

间。上周给大家布置的特别小任务

做得怎么样啦？”

“我们组采访的是我的妈妈。

大家看，这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在妈妈肚子里的一张彩超。那时候

的我，已经可以看出有下巴了，闭着

眼睛的样子像在思考问题。妈妈

说，我是思想者，这是我在世界上的

第一张照片。”

“我们组采访的是我的妈妈、奶

奶和爷爷。他们说，我从小就是一

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他们隔天就要

抱着我跑医院。”

“这是一块围巾，小小的，这是

我一岁的时候奶奶亲手为我织的。

她说，小孩子用的东西要软一点，用

起来才舒服。”

……

一个又一个小组轮流着上台分

享，讲述与亲人之间的温馨回忆。说到

高兴的时候，他们眉飞色舞，手舞足蹈。

我给大家竖起大拇指，“大家的

分享让老师感受到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对你们的满满的爱。你们是家

人在爱里盼来的最珍贵的宝贝，不

论养育你们的时候有多困难，你们

的到来都是做家长的最大的幸福。

回家以后，你想为一直以来关爱你

的家人做些什么呢？”

“我想抱抱妈妈。”

“我要给妈妈做一朵大红花。”

“我想为妈妈分摊一点家务，扫

扫地。”

……

让学生思考养育的不易，从而

感受生命的宝贵，学会爱与被爱，学

会感受爱、表达爱、分享爱。这是一

节特别的分享课。

生命教育重在体验

●点评：
班级是一个大家庭，班级成员间彼此温暖，互帮互助；班级是一个

小社会，班级生活互相交织，人与人积极悦纳。“大家庭”的隐喻表达了

班级的性格与愿景。“小蜗牛”从“不进校门”到达人秀上的“用笑容接

纳”，考验着教育的理性与策略，显露

出集体对个体的塑造。面对三年级学

生，杨老师让问题具象化，让过程可见

化，层层递进，清晰有序，精准发力，让

“小蜗牛”重回班级“大家庭”。这是靠

着友爱的感召，也是“小社会”缝隙的

弥补。在这场个人的“和解”与集体的

“看见”中，呈现的是对教育的理解与

成长的体验。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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