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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意深情蜜意深情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江山市
贺村中心幼儿园开展“甜蜜心意送妈妈”主题活
动，组织幼儿制作糖葫芦，传递节日祝福。教师提
前采购新鲜的山楂、香蕉、草莓、橘子等水果，并备
齐竹签、冰糖、锅具等材料。为确保安全，糖浆熬
制环节由教师辅助完成。幼儿在教师指导下，将
水果穿成串，裹上晶莹剔透的糖衣。放学时，他们
踮着脚尖将糖葫芦送到妈妈手中，大声说道：“妈
妈辛苦了，节日快乐！”

（本报通讯员 徐丹丹 摄）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陈 荧

校足球联赛离结束只剩3分钟了，

只见元元灵活地绕过对方高大的后卫，

直插球门区，飞起一脚。“又进啦！”观众

席响起热烈的欢呼声。此刻，裁判也吹

响了哨声。

元元的目光却在观众席上极力扫

视，直到和我的目光碰触。

回想起3年前，元元那时几乎天天

迟到，常常忘带东西，在课堂上随意讲

话，出操时有意落单，按时交作业的次数

屈指可数……每天我都会收到关于他的

投诉。

一、“任意球”，在他惹祸时暖心叮嘱
课间，走廊上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只见花盆的碎片静静地躺在地上，边上

一个足球还在缓慢打转。元元蹲在地

上，像是打算收拾残局。见我过来，他假

装不在意的样子，更让我感受到他内心

的紧张。

“小心，不要扎到手。”我柔声叮嘱。

我拿来新花盆，一边将泥土慢慢地

铲进去，一边对元元说：“我们一起把它

修复好吧。”

元元模仿我的样子铲土，我能听到

他沉重的呼吸声。

我们合力把小苗扶正。我不经意地

瞥了一眼元元，他正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等待我的批评。

可我只是叮嘱他好好上课。

他愣了一下，预想中的暴风雨没有

来，反倒不太习惯。

二、“定位球”，吸引他参加校足球队
正批改着作业，有只小手拍拍我，

原来是元元，他支支吾吾说了声：“对

不起。”

我心里一阵窃喜，要知道，以往元元

只会做个鬼脸跑开。

“你把花盆踢碎真不应该，但是你主

动承认错误，老师要给你一个大拇指。”

元元很是惊喜。

“不过你力气真的很大，我很惊奇。”

“我每天都要踢足球。”元元激动

地说。

我想起体育教师跟我夸过元元：反

应迅速，体能充足，很适合打前锋。

一个主意涌上心头：“你想参加校足

球队吗？”

元元使劲点头。

“可是……参加校足球队是有要求

的。教练说，要管好自己才行。”

元元若有所思。

过了几天，元元上课不再做小动作了。

课间，他主动找到我，轻声但坚定地

说：“我很想——很想——参加校队。”

等的就是这个时机，我拿出准备好

的礼物：“足球比赛都有一个目标，老师

给你定了3个小目标：准时到校早读、上

课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老师还给

你准备了一本魔法笔记本，这3个小目

标每天你做到的就在上面画个足球，反

之画个拳头。当你的表现达到要求时，

就一定能获得参加校足球队的入场券。”

元元郑重地点点头。

从这之后，元元自由散漫的情况有

了很大的改善，终于如愿参加校足球队，

训练期间也更加遵守队里的规则。

三、“弧线球”，让偶像C罗赋予力量
可好景不长，教练向我抱怨，元元训

练总是迟到。

回想昨天课堂上，学生们讨论得热

火朝天，一阵鼾声传来，元元睡得正香。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他好不容易睁开眼

睛，可没一会儿，小脑袋又开始摇摆。

元元睡眠严重不足，到底是怎么

回事？

当晚，我敲开了元元家的门，20平

方米的出租房里，除了一张高低床、一台

小彩电，还有元元的一只足球，就没有什

么显眼的物品了。

元元爸爸告诉我，他们是单亲家

庭，他早出晚归，忙于生计，对孩子有所

亏欠。

元元在一旁双眼红红的。这个平时

大大咧咧，看似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原

来心底还有柔软的地方。

“爸爸不在家时你做什么呢？”我有

意问道。

“踢足球呀，足球是我最好的朋友。”

说到足球，元元的心情变好了，“明天C

罗会上场！”

世界杯直播都在半夜，元元是怎么

看的呢？元元意识到说漏了嘴，只得承

认趁爸爸熟睡时偷看，为了不被发现，将

电视机音量调至最低。

“训练迟到了，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我问。

元元低下头：“魔法笔记本上只能画

上拳头，还有可能被踢出球队。”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元元挠挠脑袋，带着恳求的语气对

爸爸说：“能不能周末陪我看，我保证按

时睡觉。”

爸爸欣然点头。

临走时，我送给元元 3 句自律箴

言：“你是你自己的专家，要像C罗一样

充满自信。”“你脖子上长着小脑袋，要

像C罗一样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生

活如赛场，要让一切都有条不紊才能掌

控比赛。”

第二天，我们班开展“自律，遇见更

好的自己”主题班会，在讲到自律明星

时，我亮出C罗的照片，元元大喊：“我的

偶像！”

我趁机说道：“C罗成功的背后是他

十几年如一日的自律。为维持巅峰状

态，C罗的休息极其规律，除非有比赛任

务，否则他极少晚睡。”

元元会心一笑。

之后，元元开始按时到校，训练刻

苦，班级工作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

每周岗位评价栏上排列着一个个大拇指

粘纸。

夕阳西下，庆祝声萦绕球场，我的思

绪被拉回现实。3年来，元元由原来的

不守规矩变得严于律己。我的同事们都

说，元元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热爱让人自律，自律才能自由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戴柏葱

年轻时候的我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我曾把有些

学生比作在海滩上搁浅的

小鱼，而自己是那个固执

地把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

海的小男孩。

那时，我总看不惯，

更想不明白学生身上的

一些问题：他们怎么可以

是“这个样子”的？

过了好几年，我才慢

慢明白：学生不仅能这

样，还能那样。又过去了

好几年，我又明白了：不

仅学生是这样，有时候教

他们的教师也这样。最

后我突然发现：原来有时

候我自己也这样。

于是，我慢慢与学生

和解，也与自己和解。

我看到了学生的不容

易，和年轻时的自己一

样。于是，我希望他们早

点明白：没有伞，就要学会

在雨中奔跑，就要通过努

力学习实现逆袭。于是，

我常常恨铁不成钢，声嘶

力竭，但收效甚微。

我仍然记得小L，高二时她在我的班

里，成绩不理想，但特别尊敬我。她是我

教过的那么多学生中，唯一一个隔着半条

街看到我就大喊“老师，老师”和我打招呼

的学生。

高三她分到另一个班级。我清楚地

记得，那天早上，我在校门口遇到她，她仍

然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而我却皱起眉

头，问她：“都上课好久了，你怎么还在溜

达，不去教室呢？”

她有些慌张地回答：“老师，我已经不

读书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百味杂陈，直到她

慢慢消失在街头的人群里。

我仍然记得小D，高二时走读，在校

外，没有人监督，经常去镇上网吧通宵玩

游戏。

我听说了，经常夜里去网吧找他，一

找就能找到。

他总是答应得很好，却又做不到。

后来，他料定我去网吧巡查是夜里

12点左右，就把闹钟定到凌晨3点再去网

吧。我听说了他的伎俩，也把闹钟定到凌

晨3点。果然，我在网吧找到了小D，并

把他拉到某银行门前台阶上坐着，和他一

直聊到早上。

我跟他约定，先从坚持一个星期不去

网吧开始，再坚持一个月不去，做到的话

我有奖励。

后来，有学生偷偷告诉我，小D真的

坚持了一段时间，但他说，那天凌晨困得

不行，还要听我唠叨个没完，简直要精神

崩溃。小D不见得怕处分，却怕我再拉着

他在台阶上聊到天亮。

高三分班后，他得知不在我班里，高

兴坏了：“终于摆脱某人的魔爪了！”

还有小M，学习认真刻苦，却经常莫

名其妙突然就不来上晚自习了。有一次，

我听班里学生说，她正在校外寝室里收拾

东西，准备出去打工，不读书了。

我赶忙跑过去找她。她不太愿意说

什么，我知道她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

我说了很多，希望她先考完，再做别的打

算，有什么困难我和她一起想办法。

终于，她坚持到高考，考得不错，去了

一所偏远的本科院校。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现在回忆起

来，让我唏嘘不已。

随着我阅读积累的增多，逐渐明白了

很多道理，譬如“勉强是没有幸福的”“你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每个问题学

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沟通对话，胜

过一切没有解的批评”，心态也就平和

了。学生有什么错，也就是换温和的方

式，用幽默的语气，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教师有了觉悟，还

是一种退步。不过，我总觉得，学生的总

体素质是在进步，现在我就很少再遇到从

教早年遇到的那种学生。

南宋宰相李纲有一首《病牛》，诗曰：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

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我早已

不想做一头“病牛”。要想学生心理健康，

教师也必须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才行。

如此，才能有健康的教育。当然，教师的

周围需要有健康的教育生态。

教
师
要
学
会
与
自
己
和
解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 龚琴娟

“小Y开学以来表现都挺好，没有哭

过。谢谢老师关心。”小Y妈妈说。小Y

是一名一年级女生，我用近两个月时间

治好了她的“上学爱哭病”。

对付这种“小哭包”，10多年前，一

位老教师曾给我上过生动的一课。

当时我任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班

上有一个自理能力和学习能力都不弱的

漂亮女生，当我第一次看到她被父母硬

拽着进校门时，非常不解：“在学校里表

现很好，为什么会不愿上学呢？”

我安抚了父母，跟学生聊了会儿天，

牵着她的手进了校园。我不知道，事情

远没有那么简单。

接下去几天，她上学依然闹情绪。

好好劝说、严肃教育都无效。我跟她的父

母分析：没有学业压力，没有同学矛盾，没

有教师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家长提出一种可能性：上幼儿园的

时候，因为女生的妈妈是教师的好朋友，

教师平时非常照顾她，还时常把她抱在

怀里。上小学后，没有这样的待遇，女生

心理上产生了落差。

那时我瞬间想到的是：“为什么你的

孩子就得是中心？为什么你的孩子要格

外被重视？为什么你的孩子在幼儿园被

优待，上小学还要被优待？”

我答应家长会多关注孩子，却觉得

应该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学生。

我的那些肯定与鼓励果然没能满足

学生内心被优待的需求，送她上学的队

伍不断壮大，我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温和

发展到严厉：“你们家不要来这么多人送

孩子上学。”

“有家长在你都这么凶，没家长在

还不知道怎样呢？肯定是因为你太凶

了，孩子才不愿来上学。”学生的爷爷嚷

嚷要到校长那里去投诉。

尽管我的本意是想让家长试试冷

处理，但可能当时我选择的语气不合

适，使家长产生了负面反应，场面一时

陷入僵局。

“怎么了？”从一旁经过的老教师张

志刚问道。

知道是学生上学闹情绪后，他扬扬

手中的美术书，问道：“要不要跟我去玩

剪纸？”

学生大约是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就

乖乖地跟着张老师走了。一节课后，张

老师把学生送到我班里，跟学生说，以后

还可以去找他玩，又对我说：“孩子嘛，多

哄哄就好了。”

后来张老师路过教室，还会时不时

地关心一下，邀请学生去办公室玩剪纸，

她就没有再闹了。

我意识到，这个女生本身并没有错，

她只是之前教育不当的受害者，她需要

的是一个能帮助她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

的教师。

由于缺乏经验，我在工作中带入了

个人情绪，丧失了作为教师的专业立场，

最终导致矛盾升级。张老师则以他无私

助人的情怀，用美术的专业魅力迅速与

学生拉近距离，令我肃然起敬。

此后多年，我一直坚持学习心理学，

也取得了心理健康教育B证。

如今，当又一个小女孩在我面前啼

哭时，我终于能放下心里的种种成见，

以一名教师应有的素养帮助她融入小

学生活。

在过去的短短一个学期里，我也像张

老师那样，用美育的亲和力化去学生的戒

备心理，和学生一起玩黏土、画画，帮助

她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放下成见，才更专业

●点评：
一个人的成功和自律是分不开的。对于学生来说，自律不仅是一个习

惯，更是一种内心的力量。自律可以帮助一个人在纷繁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

节奏，在成长的过程中努力奔向目标，面对歪风邪气时坚定地拒绝。面对自

由散漫的元元，作者没有一味地批评，而是从一次意外事件（“任意球”）入手，

用暖心叮嘱化解危机，拉近与元元的距离；接着，通过魔法笔记本（“定位

球”），激发元元对校足球队的向往，巧妙地引导他树立目标，从而促使他改善

自身行为；当元元再次出现问题时，作者又从瞌睡事件（“弧线球”）深入了解

元元的家庭情况，借助偶像 C 罗的力

量，引导元元学会自律。教师在整个育

人过程中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充分尊

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善于发现学生的

闪光点，还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合作，最

终帮助元元实现蝶变，让他成为学生们

认可的校园明星。激发学生自律的关

键，是要能触动学生的内心。这只有教

师拥有爱与耐心才能办到。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