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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曲棍球队创
建于2022年，现有校队4支，在省、市、
区级比赛中一枝独秀，曾获2023年全
国青少年曲棍球锦标赛U10组冠军。
近日，趁着全国女子曲棍球锦标赛在杭
州举行间隙，中国女曲姑娘李红、谷丙
凤、陈阳与校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本报通讯员 曹志伟 摄）

仰手接飞猱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教育集团 许林霞

午后的暖阳透过玻璃斑驳地洒在我的书桌上，浮尘在

光影中舞动，我静享着这难得的安静时刻，心中思绪万千。

担任班主任数十载，我教过的学生人数过千。他们的

性格千奇百怪，原生家庭也各有异同，好似调色盘上的各种

色彩，有的明亮如艳阳，闪烁着活力和希望；有的则如皎月，

散发着静谧与深沉。

管理学生并非一件易事，我需要用最细腻的心去感知，

用最真挚的情去回应，不单单将教职视为一份谋生的行当，

而将它当作一项陪伴、呼唤、引领的使命。

我对学生的关注不仅仅停留于课堂，课间的闲暇时光，

学生们围聚在我身旁，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这是我们沟通

的珍贵时刻。在他们欢笑时，我与他们同乐；在他们困惑

时，我为他们解惑；在他们难过时，我给予安慰。一个不经

意的点头、一句温馨的鼓励，都会给予他们莫大的勇气。

我愿意陪伴他们成长，见证他们从稚嫩到成熟的每一

个瞬间。这些时光转瞬即逝，但在我的记忆中熠熠生辉。

我想，成为教师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迎着清晨的曙光，我推开教室的门，仿佛也打开了无数

学生的心扉。每天那些看似重复的行为，却一次次给予我

力量。

班级管理更像一场自我的心灵旅途，教室干净是我对

学生的第一要求，追求的不仅是环境的清爽，更是学生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班级管理的另一个重点，便是选举出具备

管理才能的班干部，班干部选举并非一言堂，需要符合大多

数学生的意愿，而我尝试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方法——“班级

情景模拟”测试，候选人需要通过一系列模拟事件的处理，

来评估其应变能力和领导潜力；在班干部的培养过程中，我

始终相信“细节决定成败”，要求班干部记录每一天的班级

动态、同学们的情绪变化以及他们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课余生活的每一刻都充满无限的想象与探索：趣味运

动会上那跃跃欲试的眼神，彰显出学生不屈不挠的竞技精

神；文艺会演中那凝聚师生心血的每一个环节，在细微之处

诉说着梦想与追求的故事。

教育的魅力并非成绩单上的数字，更不是冰冷的横纵

向对比结果，而是教师为学生打开一扇扇探索的窗子，是学

生获得新知时眼中喜悦的光芒。

我也时常反思：我是否真的了解每一个学生？我是否

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引导？教育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

路，但道路两边的花朵、树木甚至一株株无名的野草，都充

满独特的魅力。结果并非教育的唯一目的，我希望在未来

的日子里，继续用爱去温暖每一个学生的世界，帮助他们找

到自己的方向。

□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
叶晓燕

暑假临近，小豪家长就开始忧心

忡忡，与我联系，说自己的孩子喜欢玩

手机，上课期间，因为听老师的话，还

能受控制；可一旦放假，父母都要上

班，家里由爷爷奶奶照看，根本没办法

管，这可怎么办？

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去年暑假，听

说个别家长苦不堪言，他们的孩子深

受“机”害。

这是我任教的第一个暑假，家长

们希望我能帮帮孩子。

这个班的学生在我面前非常听

话，规规矩矩的，可在家长面前却判若

两人。毕竟才二年级，学生的自控力

较差。

既然他们更愿意听教师的话，那

就让我借高科技之名，试试与家长合

作破局吧。

一、做局
在学期结束的班会课上，我利用

希沃白板与手机的同步功能，将随手

拍下的学生活动照片投放到教室大

屏幕上，并故作神秘地说：“假期来

了，老师‘下载’了一款新型‘软件’，

就像监控器一样，时刻关注你们的在

家表现。”

学生们听得瞪大了眼睛。

“你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超过一个小时，它会马上自动拍照发

给我，并自动统计你们一周使用电子

产品的时间。我们比一比谁使用的时

间少，等到假期结束，位列排行榜前三

的同学将获得荣誉徽章。”

也有个别学生将信将疑，特别是

小豪，他带头质疑：“老师，要是我妹妹

在用平板电脑，总不会赖我头上吧？”

“肯定不会冤枉人的，我已经调试

好了，只有使用者才会被拍照。”

爱学习的小涵担忧地说：“老师，

要是我在上网课，超过一个小时，它也

会拍照吗？”

“放心，如果是网课，‘软件’会自

动过滤。”我得意地夸大这款“软件”的

特异功能。

二、入局
要想让这款“软件”发挥预期作

用，迫切需要教育合伙人——家长的

大力配合和积极助推。于是，班会课

一结束，我便紧锣密鼓地安排家访。

与小豪妈妈定好时间，我便如约

而至。小豪家共六口人：除了小豪，还

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妹妹。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照看妹妹就已经心

力交瘁，无暇顾及小豪。因缺少家长的

陪伴，手机就成了小豪最好的朋友。

由于我事先已在班级群里就“软

件”一事跟家长通过气，一到小豪家，

我就当着小豪的面，指导他妈妈“下

载”这款“软件”。

趁小豪不注意，我悄悄地与小豪

妈妈约定：只要孩子一天里使用手机

超过一个小时，就请她拍照发给我，我

马上电话联系小豪，批评教育。

此次家访，我找到了同盟者。

我还给小豪父母布置陪伴任务，

在小豪的学习时间中，穿插阅读、运

动、家务劳动、社会实践等活动，双休

日尽量安排一家人出游。

三、破局
家访结束后的第一周，陆续有家

长反馈，给“软件”点赞。特别是小豪

妈妈来电：“老师，您这个方法真好，我

家宝贝不仅自己不玩游戏了，还让妹妹

也不要看平板电脑，说老师会知道的。”

第一周过去了，从统计情况来看，

全班学生都能把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这一周，我的

手机未收到任何不称心的信息，我很

高兴。

但好景不长，刚进入第二周，小豪

妈妈就火急火燎地给我发了一段语

音，外加一段视频和一张图片，说是小

豪爷爷发给她的。

看到视频中的小豪游戏玩得正

欢，我立马一个电话打过去。起先，小

豪矢口否认，声称自己正在写作业，可

当我把他玩游戏的时段、游戏名称和

过关等级告诉他时，他便哑口无言了，

只好说：游戏实在太好玩了，自己没能

忍住。

我便告诉他：“手机对每个人都有

诱惑力，老师有时候也很想玩手机，但

我知道玩久了对眼睛有害，我会放下

手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读书、洗碗、

拖地……”

我让他对照一下作息表，看看这

个时间点该干什么。正说着，电话那

头传来小豪妹妹的哭泣声，我便建议

他去哄妹妹，做一个温暖的哥哥。

虽然是放假期间，班主任却如影

随形。一通电话，共情讲述和正确引

导，及时把控住一颗欲罢不能的心。

之后，小豪基本上能按照作息表

安排时间，虽然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拿

手机玩游戏，但是总能在临界点结

束。从小豪妈妈的朋友圈可见：海滩、

科技馆、厨房……小豪的假期生活丰

富多彩。

假期即将结束，根据前面几周的

统计，我发现很多学生阅读课外书和

亲子运动的时间在逐渐增多，而家长

发给我的孩子玩手机的图片和视频寥

寥无几。

开学后，我在班里举行了隆重的

颁奖仪式，按照约定给“暑假好少年”

颁发徽章和奖品。

设科技之局，破电子之瘾

点评：

电子产品成瘾已然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绊脚石，帮助学生摆脱电子

产品成瘾，需家校联手，形成合力，智取而不能硬来。本案例发挥巧思，聚

焦电子产品成瘾问题，借科技的东风，设期末结业式之局，引导学生正视

电子产品使用过度的问题。同时，教师借助暑期家访，与家长结成联盟，

适时引学生入局，让其相信“软件”的存在。通过与家长的紧密沟通，时时

掌握学生的情况，把控学生对电子产品欲罢不能的心，把握关键时机，让

其深信不疑。班主任隐于幕后，如影随形，打破家校沟通的壁垒，建立家

校共育的城墙。一个简单的迷局，正确引导学生破除电子产品成瘾，亦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点评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关兴莹

□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仁西校区 胡晓华

进入六年级，熙熙的独特之处进

一步凸显：长得又白又胖，走路都一颤

一颤的，每天午餐的饭量是别人的3

倍，成绩却是别人的三分之一；单元评

价只能得30多分，各科在班里都是垫

底的。

我约见过熙熙妈妈，是一个很秀

气的女士，还带着小女儿。她对熙熙

的评价是“怎么教她都不过脑子，天天

教天天忘”。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生，不

想记住，不想学会，不想费一点点脑

子。作业几乎都是在别人的监督下完

成的，学会的东西一转眼就忘了。

那天，熙熙妈妈特地到学校，等学

生放完学，彬彬有礼地求教。她说，自

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六年级的题

目已经教不动了。

距毕业考试还有一个月，学校出

其不意地安排了一次抽测，熙熙数学

得了22分，全年级倒数第一。她连最

基本的通分约分都不会，递等式计算

更是随心所欲、错得离谱。

毕业季的氛围越来越浓，各班在

轮流拍毕业照。

我对熙熙说：“胡老师从来没教过

不及格的学生，你要是再不认真学习，

我就从毕业照上把你的头像抠掉，就

当我从来没有你这个学生。”

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

我和办公室同事分享时，他们差点笑

岔气了：“这招也想得出来？”“这能管

用吗？”

“不然呢？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

时候，我想试试。”

天气渐热，熙熙又胖，特别容易

犯困，又在课上睡着了。我把她叫

醒，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对她敲响了

警钟：“熙熙，你听着，我今天要把话

说明白。如果你因为学习不认真、不

努力而毕业成绩不及格，我就用软件

把你的头像从毕业照上清除，我说到

做到。”

她悄悄地观察四周的反应，发现

全班不仅没有一个人笑，而且大家的

表情还挺严肃的。

熙熙不傻，那一刻，她眉一皱，嘴

一抿，眼一红，还泛出点泪光，抬起头

想对我说点什么。

我说：“熙熙，老师一直这样帮你，

拉你，你问问自己努力了吗？老师教

得都快累趴了，通分约分不知道教了

多少遍，你真的想学会吗？”

“老师，如果熙熙愿意学，我愿意

教她。”边上有学生说。

更多的学生举手，愿意做熙熙的

“小老师”。

我指定了离熙熙座位最近的小

烨，她成绩优秀，品性纯良，无数次不

计回报地教过熙熙作业，还为熙熙量

身定做了一些易错题。我又指定小宜

协助，她虽然成绩一般，但是温柔娴

静，善解人意。

我给学生们讲了上一届学生阿德

的故事，这个学生的情况跟熙熙类似，

四年级时遇到我，我和邻桌数学免考

的优秀女生一起帮他。上届毕业考的

数学试卷很难，但阿德及格了。

我跟学生们强调：“阿德的进步，

不是胡老师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同学

的热心帮助，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有一

颗努力向上的心。”

那段时间熙熙很努力，会主动来

问我题目。熙熙的短期目标是50分，

但每次都很遗憾差一点点。

她在最后一篇数学日记里写道：

“每次我考差了，小宜都会来安慰我，

并把我错的题写在纸上教我。小秦每

次都会放下手中的书教我不会的题；

老师问谁愿意教我时，他都是第一个

举手。永远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

看到这样的班级氛围，我觉得，学

生能不能及格已经不重要了。但毕业

考的结果带给我惊喜：熙熙及格了。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曾经以为，医生绝对要比教师

厉害，医生可以将病人的肉体切开，

将心脏瓣膜或人工关节植入；教师

却不能把学生的头颅切开，把知识

植入。

但现在我发现，教师可以靠着一

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地教，一道题一

道题地教，一遍一遍地教，来看学生

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或许有一天，学

生就这样开窍了，学会了。

在最后这段艰难而充满挑战的旅

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教育并非简单的

知识灌输，而是心灵与智慧的细腻雕

琢。熙熙的及格，不仅是数字上的跨

越，更是她自我超越的见证。这一过

程，让我重新审视了教师角色的深远

意义——我们无需手术刀般的精确切

割，却需以无尽的耐心、不懈的努力和

创新的策略，去点燃学生内心的求知

之火。

及格对有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浙江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梁 伟

提起2023级的小江，学校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他脾气火暴，我行我素，不关心集体。

面对教师的谆谆教诲，他会当面直言：“老师，你太重

复，太啰唆了。”面对宿舍楼长的经常性卫生突击检查，他敢

大拍桌子，并振振有词：“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整理宿舍

内务的。”

新生开学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我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

给他们班开了一次关于“大学学习精神”的主题报告会。刚

散会，他便冲进我的办公室，颇不服气地说：“我对您刚才讲

的一些话持反对意见。我认为大学平常应多组织些活动，

学习马马虎虎过得去就可以了。”

听了他的“精彩”发言，我有点蒙，也有点生气，便说：

“有意见可以提，但要慢慢说，声音不要这么大。还有，进来

时要敲一下门、喊一声‘老师’，不然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啊？”

小江听了还是不服，刚想争辩，见我摆出一副威严的样

子，就没再说什么。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盘算着：“你

这个家伙等着哦，我要好好地‘冷落’你一下。”

我了解这个学生，顶撞教师只是他的表面，其实他本性

善良，富有集体感和荣誉感，做事积极热心，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这门专业课成绩也不错。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真的设法“冷落”他。

比如：要组织活动时，我故意找其他学生，唯独不让组

织能力较为突出的他插手，弄得他在一旁干着急；针对班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科远落后于其他班的现状，我不无

感叹地说，“看来我们班成绩振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某某

同学身上”，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期中考试后开成绩报告会，他按捺不住向我请缨，帮助

同学补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看到他渐渐有配合的迹象，我便抓住时机和他进行了

一番长谈，让他明白大学学习的重要性，以及为人处世应有

的方式。

往后的日子，小江开始有所变化。

对于宿舍楼长的检查不仅不再反感，还自觉帮其宣传

保持宿舍卫生的重要性；对学习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

度大转弯，有几次还主动跑到我的宿舍与我交流大学学习

的收获和乐趣；学院教室搬迁，他自发邀请几名同学一起帮

忙；现在，他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了……

不同性格的学生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对于那些性躁

心粗的学生，一味地考虑他们的感受，顺着他们采取温和的

教育方式，往往是徒劳无功。不如适当地“冷落”他们一下，

给他们降降温，也许收到的教育效果会更佳。

适当“冷落”一下学生

“慧”做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