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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春

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我经常

会做一些傻事，比如接收从兄弟班级

或外校转来的“问题学生”。很多人

不理解，只能将原因归结于这个人爱

出风头。

其实，犯傻的原因我自己最清

楚：我在学生时代也曾是某些教师眼

中的“问题学生”，没优点，没前途，不

受待见，甚至被斥为“锅里的一粒老

鼠屎”。

后来，我竟然成了一名教师。我

明白了：“问题学生”不是一个“常

量”，而是“变量”。于是，我对一个学

生的教育可能性，会比别人有更多的

想象力。

当年，初掌班主任帅印的我，接

手全校最“烂”的班。班上有几个“大

名鼎鼎”的人物，当然，我在学校里的

名气也不比他们小。

作为一名狂热的运动达人，我每

天在办公室里玩拉力器、举杠铃，大

清早和放学后混在田径队里疯狂训

练。说句实在话，再狂的学生也要敬

我三分。因此，我这个班主任当得还

算顺当。

挑战不期而遇。一次，学校组织

去南湖秋游，让我在与“问题学生”打

交道方面有了方法论上的突破。

那个年代，我们学校位于农村，

乡下学生是难得进城游玩的。学生

们上了湖心岛，游览了红船和烟雨

楼，玩得非常尽兴。

最后一个环节照例是在南湖革

命纪念馆前合影。轮到我们班上场

了，学生们听从摄影师的指挥，列好

队，摆好姿势，突然班长叫起来：“还缺

3个人。”

我正要问班长少哪3个，班长已

经用手指向湖边的码头。循着班长

的手指，我看到小强、小峰、阿健这3

个班级“大佬”正坐在栏杆上晃着腿

聊着天呢。

我有些生气，因为接手这个班级

后，我对这3个家伙比较客气，他们也

算敬重我这个新班主任。但今天当

着那么多领导和师生的面，他们如此

无视统一的活动和安排，这不是一种

挑衅么？

我强忍怒火，让班长去请这3尊

大神。很快，班长悻悻而归，向我报

告：“他们说，自己拍过许多照片，不想

拍集体照了。”

摄影师有点烦了，我们确实也可

以不等他们，直接把照片拍了。但我

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他们在将

我的军，如果这步棋救不活，从今往

后，我这个班主任的位子就没那么好

坐了。

我故作镇定地向湖边走去，心里

一团乱麻。这30多米的路，我走得异

常艰难。恰如曹植要在七步内成诗，

我要在走完这30多米之前想出办法，

走出一条摆脱教育困境的路。

我很快想到，班主任工作首先要

“热事冷处理”，于是开始提醒自己，情

绪便很快平复下来。

然后我想到，教育最需要遵循原

则，要把学生揽过来，而不是推向对

立面。有原则就有方向，至于具体化

解之法，我相信相机行事即可。运用

之妙，存乎一心。

一步一步，我离他们越来越近。

我的脚步越来越稳健从容，目光也越

来越坚定自信。以至于这份从容与

自信那么明显，竟被这3个小家伙觉

察，让他们流露出吃惊的神色。

但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

故意摆弄着手中的海鸥牌相机，以

吊儿郎当的腔调掩饰已经一览无遗

的慌张。

我和颜悦色地问他们：“为什么

不过去拍集体照？”

他们说，不喜欢拍集体照，而且

已经拍了好多照片，半天下来用掉两

个多胶卷。

我笑道：“半天竟然拍掉那么多

胶卷，你们是不是刚学会拍照？”

“才不呢，我们3个人小学里就

会摄影了。”小强回答时，带有几分得

意。上世纪90年代，农村学生会摄

影，而且拥有相机，实属凤毛麟角。

我打趣道：“咱们班竟然有摄影

专家，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我想请教

一下你们，以前有没有拍出过这样的

照片：照片里的人有头有脸，但就缺

眼睛和鼻子？”

“朱老师在开玩笑吧，哪会有这

样的照片？”小强疑惑地说。

“没眼睛，没鼻子，那不成怪胎了

么。”阿健笑嘻嘻补上一句。

我立刻收起笑容，说道：“你们也

许不知道，今天咱们班级的照片就要

被拍成一张让人笑话的怪胎照。我

觉得，班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不知道以前你们的班主任是怎么

看你们的。但在我心目中，小强是班

级挺括的鼻子，小峰和阿健是班级两

只明亮的眼睛。缺了你们3位，咱们

班就是一个没眼睛没鼻子的怪物。

同学们已经等你们很久了，我想你们

也会给朱老师这个面子吧？”

3个学生互相看了一看，一起跳

下栏杆，跟着我归队。

咔嚓一声，一张和谐的大家庭合

影诞生了。

后来，这3个学生把我当成最好

的朋友。提及拍照风波，他们解释

说，从小就没有一个教师真正接纳过

他们，还叫其他学生别跟他们学坏。

他们受到孤立，就一直不愿也不屑拍

集体照。是的，许多教师在教育实践

中只相信“近墨者黑”，却忘了教育的

真谛是“近朱者赤”。边缘化任何一

个学生都是教育的败笔。

我姓朱，从我主动走向学生开

始，就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成为“近

朱者”。

教育的真谛是“近朱者赤”

□杭州市人民小学 陈 瑶

飞飞刚转学到我班时，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他的老家在

河南农村，没有学过英语，没有做过实验，甚至连跳绳都没有专门

训练过。尽管他用尽了力气追赶，可每门学科还是都落在了全班

的后面。

课间，其他学生都在教室外玩耍，他始终坐在座位上低头苦

学。叫他去玩，他只是默默地摇头。开学已经半个学期了，他没

有要好的朋友，也变得越来越安静。

一次，得知飞飞冒出转学回老家的念头，我心疼之下，立即前

往他家家访，并专门给他带去了杭州特产——定胜糕。

我告诉飞飞“定胜”二字的寓意，并鼓励他战胜困难：“暂时的

落后不代表你比其他同学们差，有些知识只是因为他们比你先学

罢了。老师相信你，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

我组织了一次“我和我的家乡”主题班会，让每一个学生上台

介绍自己的家乡。

有意思的是，杭州的学生说来说去都是“西湖”“灵隐寺”“龙

井茶”……有些千篇一律；轮到飞飞时，他羞涩地站起来，一开口就带

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家在河南信阳，我家门口就是小麦地。

每当小麦成熟的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能收五千斤小麦……”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不时发出赞叹声。毫无悬念地，飞飞

被评为“家乡最佳代言人”。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到飞飞说了这么

多话。从此，学生们开始关注这个淳朴可爱的同学。

飞飞的身上也在发生神奇的变化：他的话多了起来，会在课

间跟我分享见闻，也会把美术课、书法课上创作的作品送给我。

我也及时给予飞飞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他安排了一个学习成

绩好、脾气也好的女生，作为他的学习伙伴。飞飞和同学越来越

热络，笑容越来越灿烂，成绩也在慢慢进步。

我记得家访的时候，飞飞书桌上摆放着木头小鸟、纸船、纸飞

机。飞飞的父母告诉我，这些都是飞飞自己做的。

于是，我在班里举办纸飞机大赛。学生们发现，飞飞折的纸

飞机总是飞得最远。学生们缠着他，让他帮忙折纸飞机。我索性

把讲台让给飞飞，让他当一回小老师，教授折纸飞机的秘诀。

飞飞收获了同学们崇拜的眼神，也更愿意公开地展示自己。

在准备区科技节航空模型比赛时，心灵手巧的飞飞入选了。

凭借刻苦的训练和自身的能力，在某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飞飞

领取了一等奖证书。

当他走下主席台时，我主动说：“冠军，老师跟你合张影好吗？”

他黝黑的小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

高飞吧，小候鸟！

□杭州市和睦小学 蒋 荔

“我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那天我在教室里批

改作业，小希突然和我这么说。

“为什么呀？”

“因为只有别人家的孩子才是优秀的。”

小希圆圆的脸蛋，总喜欢扎两个小辫子，是一

个可爱的女生，平时乐呵呵的。可当她郑重其事地

说出心中的“小秘密”后，一个更真实的小希出现在

我的眼前。

“我已经很努力了，但爸爸妈妈还是觉得我这

不好那不好……”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没想到，

像个小大人一样、做事积极的小希，内心竟如此地

敏感和挣扎。

“你有很多的闪光点，勇敢地做自己吧。”我摸

着小希的脑袋，轻轻地说。

我和小希的爸爸妈妈沟通后才知道：这一年，她

家多了一个小妹妹。妈妈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妹妹，

实在忙不过来；小希的学习就由爸爸接管，小希做作

业动作慢，经常做到很晚，学习成绩也不见起色。

努力却换来亲人的数落，而且有些语言比较过

分，慢慢地，小希就接受了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

评价。

我把小希的“小秘密”告诉了她的爸爸妈妈。

他们说，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愧疚，后悔没有及时发

现小希的难受。

我教小希每天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教她改

变认知方式，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多告诉自己

“我可以”“我能行”“我一定做到”……

我在班级里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几乎所

有的学生都想成为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在父母的高标准

对比下，学生们陷入了自我迷失与否定的怪圈。

我利用班会课开展了一场题为“我VS别人家的孩子”吐槽

大会。

学生们纷纷“控诉”着父母是怎么利用“别人家的孩子”的故

事来打击自己家的孩子。很多学生刚开始时哈哈大笑，后来逐渐

安静下来。间或还能听到有学生在抽噎。我看到小希在下面细

细聆听、频频点头。

“小希，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小希迟疑了一下，站起来说：“我爸爸妈妈口中的‘别人家的

孩子’就是一个神，我永远比不过。”

借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同学们，敢不敢和‘别人

家的孩子’彻底比一比？”

学生们跃跃欲试。

在我的引导下，一张张思维导图呈现出每个学生真实的样貌，

既有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也有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的特点。

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学生对自己身上优点的客观、理性分析。

我特意邀请小希作为代表向全班展示她的成果。

“小希加油！”身边的同学鼓励道。

小希略显害羞地站起来，手里的纸攥得更紧了些。“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所有的人都无法被比较。”小希掷地有声的结束语

获得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吐槽大会后，小希整个人精神了不

少，我能看到她眼中的光。

我乘胜追击，在家长开放日举行了一次“体验别人家的孩子”

活动，学生和家长双向选择，互相配对，“重组家庭”。

在分享环节中，很多家长突然发现，原来自家孩子也有闪光

点。小希妈妈听到别的家长在夸小希的一日表现后，脸上的表情

既诧异又骄傲。

这次家长开放日，每个家长都听到了其他家长对自己孩子的

夸赞，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小希妈妈给小希一个大大的拥抱：“小

希，其实你很优秀。妈妈以后一定会陪伴你、肯定你，我们一起努

力好吗？”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新湖校区 徐 琪

小弛是个很特别的学生。他在

课堂上思维活跃，然而更多的时候控

制不住自己，总是大喊大叫，影响各

科教师正常上课。课后，他不愿意动

笔，作业拖拖拉拉。因此，他在班级

中不怎么受欢迎。

一大早走进教室，我就看见了小

弛。他拉开凳子时，发现地上有一只

别人的水杯，便一脚踢过去。

按照以往，我又该去批评他了。

课后，我请他来办公室，他一幅

局促不安的样子。

“知道老师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知道，大概我又做错什么事

了吧。”似乎他对挨批已经习惯了。

“我听说你很聪明，是吗？”我悄

悄地问。

他马上露出得意的表情，也悄悄

地凑到我的耳边说：“徐老师，我告诉

你一个秘密，爸妈带我去省儿保（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测过，

我的智商有129。”

“哇，那你真的是很聪明。听说

聪明的孩子都是遗落在人间的天

使。徐老师特别想和天使做朋友，你

愿意和我成为朋友吗？”

我拉开抽屉，故作神秘地说：“快

瞧瞧，老师给你准备了什么？这是送

给天使的礼物。”我从抽屉里取出一

根长鼻王。

他兴奋地接过，好像得到一件宝

物一样。

“我们做个约定，徐老师希望你

管理好自己，课上不大喊大叫，做一

个更棒的天使。”

小弛爽快地答应了。可是，长鼻

王只当天有效。第二天，数学教师就

向我反馈，小弛在数学课上故意发出

奇怪的声音，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这是我能够接受的。如果教育

靠一根长鼻王就可以搞定，那还有我

们教师什么事呢？

下周轮到我们班劳动值周。

按照以往，我是不敢把小弛派出去

的，我怕他“大闹天宫”，给同事增

加麻烦。

但我想再试一试，于是告诉小

弛，他肩负着班集体对他的信任。“彩

虹屁”奏效了。很多教师在群里发照

片和视频，内容是小弛在各个多功能

教室里认真地拖地。

我把这些照片和视频保存下来，

请他和我一起欣赏。看到自己劳动

的样子，得知自己为班级争了光，他

脸上的喜悦与得意再也藏不住，竟然

告诉我，他热爱劳动。

发现“新大陆”的我，就把每天中

午给蔬菜浇水的任务也交给了他。

果然，他吃完中饭就往菜园子

跑。人性或许就是这样：破罐子就愿

意破摔，“好罐子”就格外珍惜。

然而，好景不长。几次大力表扬

之后，一天中午，我收到了“小弛在菜

地里发疯”的报告。

我跑过去一看，他正在“贵妃醉

酒式浇水”呢。只见他把浇水壶背在

身后，把菠菜苗踩得乱七八糟，搞得

自己满头满脸的水。

“你这样子很容易感冒的。”我牵

起他的手，带他到办公室，用吹风机

给他吹头发和外套。

他忍不住先开口：“徐老师，你不

批评我？”

在吹风机的嗡嗡声中，开始了

师生对话：“哦，你说说我为什么要

批评你？”

“因为，我没有好好浇水，我踩坏

了菜地。”

看来这小家伙完全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哦，那你知道这么做不对，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无聊呀。”

“好，头发和衣服都干了，你回

去吧。”

他瞪大眼睛，难以置信：“我可以

回去？没事了？”

“你都知道错了，我还批评你干

吗呀。”

过了几天，小弛主动来找我。“徐

老师，我回去想了一下，我一个人每天

浇水有点无聊。要不，你给我多安排

点事情。我有事情做，就不会捣乱了。”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小弛用实际

行动告诉我：原来教育不是批评得越

多越好。

很多时候，我们对犯错的学生一

顿输出，一味“发泄”，反而是解除了

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得他们觉得可以

心安理得地继续下一次捣乱。假如

反其道而行，不批评，给予关爱，学生

才有可能开始自我反思。

我知道，一段时间后，也许小弛

又会给我带来新的“惊喜”，但我愿意

静下心来，陪着他，包容他，给他时间

和空间去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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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使”做个朋友吧

近日，江山市贺村中心幼
儿园举行首届“健美”亲子游戏
运动会。幼儿与家长携手参与
趣味接力、两人三足挑战等创
意项目比赛，既锻炼了幼儿的
体力和反应力，又增强了亲子
协作意识。图为亲子旋风追击
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徐丹丹 摄）

欢乐已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