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
面对行为有偏差且内心封闭的学生，教师没有草率定性或盲目说

教，而是用心深挖问题背后的成因，在亲源性、师源性、生源性重重交

织的矛盾场域，生发独特的育人智慧：耐心指导家长，制作早饭陪餐，

举办班级美食节……这一连串充满烟火气的举动，实质是构建一个以

爱温润心灵的成长港湾，将教育范式从规训转换成平等对话。这种以

生命联结的育人哲学，正是破解学生

心灵之锁的关键。教育艺术不在于填

平某个心灵沟壑，而在于唤醒整个生

态系统的修复潜能。作者在解决一个

学生问题的同时，看到整个班级可能

存在类似的问题，设计活动，提供平

台，巧妙借助集体的神奇力量，实现朋

辈间的情感支持与成长赋能，让更多

枯萎的心灵得到滋养。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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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舟影指尖舟影

近日，诸暨市浣东街道城新
小学组织学生来到绍兴柯桥风景
区开展研学活动。学生们参观了
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了解
古越文化传承。其中，手工制作
乌篷船的项目深深地吸引了学
生，他们认真耐心地听取了制作
方法，并在手艺人的指导下，用一
个多小时制作了乌篷船模型。
（本报通讯员 吕淑斌 摄）

□绍兴市鲁迅小学 胡晓燕

午饭后，我匆匆赶回教室，看到

豆豆被几个女生“扣押”在座位上，

课桌上放着被“缴获”的沾满红辣酱

的牙签和棉絮。

“老师，豆豆好恶心，他把辣酱

藏在口袋里，偷偷吃。”一旁女生急

着报告。我凑近一看，发现豆豆校

服口袋处确实渗出一大片油渍。

豆豆四年级刚转到我们班就成

了热议的对象。他个头矮小，不爱

说话，爱吃奇怪的东西，被大家称为

“怪味豆”。

我把豆豆带出教室当面询问，

可他始终紧贴墙壁，拒绝沟通，让我

无功而返。“哎，真是个奇怪的男

孩。”原以为是豆豆还不习惯学校饭

菜，可上门家访后，我才发现事情并

没有那么简单。

在和豆豆爸爸的交谈中，我

得知豆豆幼年丧母，和爸爸一起

生活。豆豆爸爸是一名厨师，每

天下班回家已是深夜，父子见面

时间很少。

豆豆长期独来独往，不懂得如

何与人交流，在学校就像个隐形

人，每次吃饭就一个人躲在角落

里，内心孤寂感越来越重，竟发展

成需要重口味刺激。

家访那天，豆豆跑进自己房

间，紧闭房门不出，令我很心疼。

我决心要给这颗“怪味豆”研发

“心配方”。

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渴望来自

父母和教师的陪伴与关心。只有

内心被爱填满，才不会被负面的

情绪占据。

于是，我指导豆豆爸爸先从“原

料包”着手，为豆豆提供家庭营养：

尽量抽出时间陪孩子，设立家庭留

言箱，周末与孩子一起用餐、运动，

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亲子活

动，鼓励孩子从孤独中走出来。

然后是学校“主料盒”，如何在

里面注入爱的能量？一个想法在我

脑海中悄然成形。

清晨，我出现在学校食堂，和豆

豆共享我亲手做的辣酱拌面，并赠

他一本汪曾祺的《好好吃饭，好好生

活》。“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

辜负。”

豆豆从起初的惊愕到露出一抹

微笑，接过早饭，也接过了我的关

心，并迅速地将其“光盘”。

我随后赠送豆豆一枚今天的

“营养徽章”，并从包里拿出事先准

备的食谱闯关本，和他相约每天一

起吃早餐。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

跟豆豆拉近了距离，有时候吃着早

餐，他会主动和我说点心里话。

正当我暗自庆幸的时候，食堂

阿姨一通告状让我猝不及防：“这学

生怎么回事，辣酱弄得满地都是，还

差点儿倒到同学身上。”

我震惊地看着豆豆。还没等我

开口，豆豆就青筋暴起，嘶吼道：“是

他们先说我异味癖。”他的脸涨得通

红，委屈地大哭。

我轻轻拭去豆豆眼角的泪痕，

安慰话到了嘴边，又觉得苍白。

我苦思冥想，怎样添加“增味

剂”，让学生们接纳豆豆呢？

食堂里张贴的美食海报给了我

启发，何不举办一场班级美食节活

动？可以利用学生来自不同地区

的特点，提升他们的口味包容度。

于是，我联系班级里精通厨艺和

从事餐饮工作的家长，其中也包括豆

豆爸爸，指导学生制作特色美食。

美食节上，不同地方的风味小

吃齐聚一堂。我意味深长地对全

班学生说：“每种味道都有自己的

特色，它们交织在食物中，相辅相

成，成就了美味，也成就了中华饮

食文化的丰富和伟大。我们班集

体亦是如此。”

学生们一一上台展示菜肴。轮

到豆豆时，我播放了他和爸爸炒制

怪味豆的视频。学生们在品尝时，

被它鲜明又复杂多变的味道吸引。

不出所料，这道菜成了当天的人气

王，被学校“食育新天地”栏目报道，

并成功入选了食堂下一周的菜单。

像豆豆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见，

他们因亲情缺失或与同伴失和，加

上学业压力导致学习信心动摇，表

现出孤僻的性格。

为此，我每月举办“心语调味

瓶”活动，让大家相互倾诉，彼此陪

伴；还特别设立了“心理成长站”，

豆豆就是站长之一，负责记录班级

心理日志。

每颗心灵都渴望被温柔以待。

作为班主任，唯有研制最适合的“心

配方”，才能解锁紧闭的心门，捕捉

情绪信号，涤荡青春烦恼，让教育更

加有效。

□杭州市大关苑第一小学
陆梦雅

接到学生们的“举报”，我急忙

赶到“案发现场”。只见男厕所的洗

手台上、地面上，洗手液的泡沫四处

蔓延。围观的学生三三两两地笑

着、议论着、指责着，小Z低着头站

在一旁，脸上写满窘迫和不安。这

个智力偏低的男生，缺乏为自己辩

解的表达能力，以为自己又犯下了

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对一旁看热闹的学生教育一

番后，让他们散开，然后轻轻走到小

Z身边，蹲下身子，温和地对他说：

“小Z，老师和你一起把这里清理干

净，好吗？”

他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

讶，随后点点头。我们一边清理，

他一边抽泣着说：“老师，我不是故

意的……”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里

泛起一阵酸楚。

小Z被学生们边缘化，会让他

丧失自信心和集体归属感。我要让

学生们看到，小Z是我们班的一员，

也能参与班级事务。

“小Z，愿意帮老师一个忙吗？”

小Z有些惊讶，也有些迟疑：

“是什么事？”

我微笑着说：“你去德育处找

李老师，告诉她你来帮陆老师拿

东西。”

我之所以没有明确具体要拿什

么，是担心信息太多他记不住。我把

小Z带到走廊，指着德育处的方向，

重复一遍：“去德育处找李老师。”

他点点头，信心满满地说：“好

的，我去。”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小Z会空手

而归的心理准备。果然，他回来了，

告诉我：“老师，我没找到德育处。”

其他学生听见后，纷纷自告奋

勇：“老师，让我去吧，小Z不行的。”

小Z低着头，眉头紧锁，满脸

自责。

我坚定地对大家说：“小Z可以

的，我们耐心地等等他。”

小 Z 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

希望。我再次为他指路，他又一

次出发。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沮丧地

说：“老师，我找到德育处了，但是里

面没有人，我还是没有完成任务。”

他从“找不到”到“找到”，已经

是很大的进步了，我的内心有点激

动。“你好厉害，这一次你找到了德

育处，看来我们小Z还是很能干的

哦。那等一会儿你再去看看，德育

处有没有来人，然后帮老师拿东西

好不好？”

“好的。”小Z眼中重新燃起信心。

又到下课时间，他第三次去德

育处，回来后跟我说：“老师，李老师

不在，其他老师在，他们让我回来问

问你要拿什么。”

我越来越激动，如果他知道要

拿的是什么，这个任务岂不是已经

完成了。我连忙告诉他，要拿值周

安排表，并鼓励全班一起给他加油。

小Z第四次回来的时候，嘴角

抑制不住地上扬：“李老师在了，她

让我把整个年级的值周安排表都拿

来了。”

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哇，你不

但成功了，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真

是我们班的小能人呀。”学生们满脸

惊喜，发出一阵阵赞叹声。

想不到一项小小的任务，他努

力了四次才完成，中途不断受到他

人的质疑和否定。看着他一脸憨笑

又骄傲的样子，我很庆幸自己的坚

持：让他相信自己一定行。

从那以后，小Z为班级做事更积

极了，和同学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大

家逐渐接受他，包容他，认同他。

一天在和小Z的交谈中，我了

解到：家人觉得小Z做事毛糙，便索

性不让他插手家务。于是，这天放

学后，我约见了小Z的家长。

“老师，小Z是不是又闯祸了？”

我笑着安抚小Z的家长，并详

细讲述了小Z这段时间的进步。我

与家长达成共识：多鼓励他，让他更

自信一点。

小Z开始有机会尝试独立完成

一些小事：他笨拙却执着地系红领

巾、叠衣服、整理书桌，主动弯腰捡

起地上的小纸片、帮教师分发作业

本、和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这

些小小的举动，得到了教师和家长

的赞许与鼓励。

他就像半粒种子，成长的起始

带着些许艰难。但教育的力量在于

永不放弃，温暖的关怀足以消融一

切阻碍。在家校携手爱的浇灌下，

他正凭借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一

点点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半粒种子也一样能发芽

灰色是所有颜色的总和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施 雯

身为美术教师，要记住那么多班级的学生并不容易，我试着把学

生当成一本本绘本。翻开小柒这本，看到的是没有颜色的线稿，犹如

孤独又透明的灵魂……

“哗啦！”熟悉的画笔掉落声又在我的课堂上响起。“老师，小柒又

抢我的笔！”小然哭红了脸。小柒却在一旁憨笑：“谁让她有这么漂亮

的红色呢？”

中午打扫卫生时，小柒把抹布的污水甩得到处都是。管理卫生

的小桦不停地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小柒，以免遭遇“误伤”，霎时教室里

乱成一锅粥。小柒委屈得跑出教室，一个人蹲在走廊。

“我喜欢黄色，像太阳的光芒！”

“蓝色才是神秘又清新的颜色呢。”

美术课上，学生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为线稿上色。直到下课，

小柒的画纸像从未耕种的田野，白茫茫一片。他托着腮，也许在想：

我喜欢的颜色，大概不存在吧……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他们需要的是被理解和接纳，而

不是被打上“不合群”的标签。《生命之树》就此诞生，这是一个由全校

学生共同制作的创意艺术装置，每个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纸剪出小手

的形状，再将“小手”粘贴在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球上。

这些“小手”重叠成大树的枝丫，象征每个人虽拥有独一无二的

个性，但都是班级大家庭中的一员。

随着任务的推进，学生们纷纷动手剪纸，而小柒又开始对选择颜

色犯了难，有的学生看到就过来帮助和安慰他。

在粘贴“小手”的那节美术课上，学生们发现很难在泡沫球的下方粘

贴。小玲突然想到，“小柒力气大，我们可以请他帮忙搬动泡沫球”。

小柒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很乐意当了一回滚动大球的“巨人”。

学生们发现，小柒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地伸出援手，这是

一个很大的优点。

小柒迫切地想知道哪种颜色可以代表自己。他开始研究色彩，

好奇地在调色盘中加入很多种颜色，调色盘变幻着颜色……

小然的红色剪纸被风吹到了书架上，小柒二话不说搬来凳子帮

她取，却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幸好没事，他手上仍紧紧地握着那张红

色剪纸：“你的剪纸这么漂亮，可不能弄脏。”

“小柒，谢谢你，我感觉你的颜色应该是最特别的。”

“我找到了，这就是我的颜色。”小柒惊喜地大叫。当调色盘中混

合了很多漂亮的颜色后，最终成为灰色。他非常自豪地解释：灰色虽

不显眼，但它能和其他任何颜色完美融合。就像他自己，虽不是最耀

眼的那个，但愿意成为班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小个子的小桦正发愁无法将“小手”粘贴到泡沫球的高处。“我来

帮你。”小柒立刻伸出援助之手，“你的绿色应该在最高处。”

那一刻，小柒成了全班的树根。

阳光浮动，照着《生命之树》上的“小手”，色彩明快，错落有致。

我说：“小柒你看，你的颜色在这里。”小柒的眼睛亮了。

“是灰色，影子的颜色。没有影子，就没有光。”

用心听清山丘的声音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新湖校区 徐佳帅

最近，学生们的文具等物品丢失的情况越来越多，真令人头痛。

我召开了一次班级会议，讲述文具走丢回不到家的故事，也恳请

班级里的热心学生有消息及时告知。

此时，我发现小丘神情紧张、低头不语。下课时，我借着批改作

业的名义邀请她来我的办公室。

“小丘，你一直是老师心目中最诚实的学生，你能告诉我这些文

具的下落吗？”

小丘坚定地摇摇头。

我以为是自己误会了，叹了口气。

小丘看到我的惆怅，开口说道：“老师，我看到过其中一个文具

袋……”接着向我描述文具袋的具体细节。

我大致猜到，是小丘拿了这个文具袋。我握着小丘的手说：“那

你可以帮老师找到它吗？”

在我的强烈请求下，小丘在校园隐蔽的一角挖出了满是黄土的

文具袋。

我沉默了。

小丘觉察到我的情绪变化，马上说：“老师，对不起，我是一个坏

孩子。”

我意识到，我的沉默让她感到不安，立刻蹲下来安慰她：“不，你

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好孩子，老师很信任你，谢谢你帮助我找回文具

袋，不知道你信不信任老师？”

小丘用力地点点头。她第一次尝试对我敞开心扉，爱的种子或

许就在这校园的一角悄悄萌芽。

在谈话中，我了解到，小丘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由于爸爸拒绝提供抚

养费，妈妈一直为生计发愁。小丘多次说起妈妈工作的艰辛，双眼噙满

泪花。从她一次也未提及爸爸，我感受到小丘内心对爸爸的疏离。

过早懂事让小丘学会了察言观色，对自己的认同感很低。我耐

心地听她讲述，肯定她，并且再也没有提起刚找回的文具袋。

终于，小丘忍不住说道：“老师，其实那些文具都是我拿的……”

她抽抽搭搭地说着，我拍着她的背听着。

小丘爱美，也想买漂亮的文具，但她又深知妈妈赚钱的不易。在

矛盾中，她选错了道路。

我摸摸小丘的脸蛋，为她擦拭流下的泪水。在我的一再鼓励下，

她制定了补救措施——将文具洗干净送还给同学。

我承诺陪她完成这一任务，带她去把沾满污泥的双手洗净，仿佛让

她白皙的双手不再蒙尘。我仔细地清理她的指缝，她为我擦拭手臂上

的泥点。在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中，小丘渐渐与我亲近起来。

有一次，她问我：“老师，你知道我的名字里为什么有一个‘丘’字吗？”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道：“或许是因为巍巍高山，坚若磐石。山丘

不会说话，但是风能听到它的低鸣。小丘有时也不会说话，但是老师

听得到小丘内心逐渐坚强、自信的声音。”

也许我的回答让小丘感到意外，她略带害羞地跑开了。

在课后聊天时，我时常启发她观察校园里的景与人，帮助她表达

生活中的真善美。在我的鼓励之下，她写出了一篇篇文思细腻、文字

优美的文章。

在此过程中，小丘渐渐变得开朗，愿意赞美老师和同学，最重要

的是开始学会接纳自己。学生们也开始欣赏、赞美小丘的文章。

一个下午，报社通知我：小丘的文章发表了，而且还有稿酬。我

本以为，她会用人生中的第一份劳动报酬买一件自己喜爱的东西；没

想到，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购买一些文具作为礼物送给那些

曾被她拿走文具的同学。

美味的心育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