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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富阳区银湖实验小学
王雅菲

张文亮在《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中这

样说：“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

蜗牛去散步。……我催它，我唬它，我责

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用

这段话来形容小漫，再贴切不过了。

“小慢”很慢——我很无奈
“太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新

生家长见面那天，小漫妈妈一边整理抽

屉，一边数落起孩子。后来我了解到，

小漫跟着母亲生活，其母经商欠债，常

拿孩子撒气。

“老师，这孩子又脏又慢，要打要骂

随你，让她别烦我就行。”家访那天，小

漫妈妈竟然向我提了这样的要求。

小漫的状态着实令人头疼：整理

慢、抽屉乱、作业少交、走路掉队，戴红

领巾也是歪七扭八。

有一次上公开课，因回答太慢被

同桌提醒，她就把同桌连人带椅子一

起推倒……

无论我如何批评、讲道理，无论我

为她设了何种奖励，都不能打动她分

毫。回应我的都是低垂的眼帘、久久的

沉默。

一个美好的名字“小漫”，硬是被学

生私底下叫成了“小慢”。

为使小漫“不慢”，我不知做了多少

尝试，很多人都劝我放弃。

可小漫着实令人心疼，我发现了

“小慢”拖拉的原因。小漫妈妈一边嫌

孩子太慢，一边大包大揽；一边出言讥

讽孩子，一边又不许他人多言……简单

粗暴却又言行不一、朝令夕改，让孩子

无所适从，又过分积压负面情绪。小漫

只好待在原地，以耽搁和懈怠来抗拒，

这样她无法获得成长。

但我知道，小漫仍藏着一颗渴望

“被看见”的心，我该怎样帮助这只“小

蜗牛”呢？

“小慢”不慢——我很意外
我了解到小漫十分喜爱抽盲盒，就

和她约定，让她许下愿望放进盲盒。如

果她保持两周在学习和生活习惯上有

进步，就可以从盲盒中抽取一个愿望，

由我助其实现。

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旦愿望用

完，没了奖励，小漫就“现了原形”；同

时，这种对小漫“特别的爱”，在其他学

生眼里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表现。

正当我茫无头绪之时，学生的自发

行为给了我启发。

又是一周放学时，我看到教室“感

谢墙”上，有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了一

行小字：“感谢小漫，是她帮我找到了

跳绳。”

我决定召开一次“听我说谢谢你”

主题班会，要让大家看到小漫的点滴

进步。

班会课上，我从“感谢墙”说起，提

到小漫为同学做的好事时，我看到她的

眼睛里闪过一丝明亮，便趁热打铁：“你

们还发现了小漫的哪些进步？”

“她现在坐姿很标准。”

“她的红领巾这周没污渍了。”

“小漫整理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

分钟。”

……

发掘闪光点的过程也是不断鼓励

的过程，小漫的眸子里渗出了泪花。

原来“小蜗牛”也有春天，我为之前

的“不公平”向大家致歉，小漫也不好意

思地说，自己不该只为得到奖励才有所

行动。

我决定，每周召开一场致谢班会，

让“奖励”变“鼓励”，让大家的点滴进步

都能“被看见”，让班级笼罩在温馨、和

谐、感恩的氛围中，让互相致谢成为班

级的一个重要仪式。

每周，我都会将小漫的情况通过微

信反映给她的妈妈，小漫妈妈从一开始

的不回复，到偶尔一句“谢谢老师”，再

逐渐到有所评价。最后，经不住我再三

邀约，她终于答应放学面谈。

我们终于有了一次完整的谈话，小

漫妈妈的态度明显改观，甚至主动承认

自己过于情绪化。

后来，在我主持的《小坊主有约》亲

子节目中，我邀请小漫妈妈作为嘉宾参

加，梳理育儿过程中的困惑，为小漫创

造各种提升的机会。

“不紧不慢”——我很期待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小漫多了一

份从容，小漫妈妈也在努力改变，我终

于舒了一口气。

可有一天傍晚，我还在学校，小漫

妈妈的一通电话将我迅速拉回现实：

“王老师，小漫离家出走了。”

惊魂未定的我，脑海中迅速搜索学

生可能出现的地方，幸好，学校保卫处

告知，小漫在校门口。

小漫妈妈赶到学校，见到孩子冲上

来就要动手，我赶忙挡在中间，询问小

漫发生了什么事。

小漫却不紧不慢地说：“王老师，今

天你请我在食堂吃晚饭后，忘记拿回饭

卡了。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马上还

给你。”

原来如此，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安抚道：“傻孩子，这么晚如果发

生危险怎么办？妈妈和王老师都很担

心呀。”

“可是王老师，今日事今日毕，我的

计划是把饭卡还给你再回家。”听着处

变不惊的“小蜗牛”说出自己的想法，我

的心瞬间融化了。小漫妈妈也蹲下来

握着孩子的手真诚道歉。

从那之后，小漫身上似乎真的多了

一份从容。很多事情都会提前做准备，

会自己先写好步骤再动手，也会耐心观

察同学是怎么做的，虽然稍显笨拙，却

有一种鼓足劲的可爱。

小漫从“小慢”到“不慢”，再到“不

紧不慢”，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教育的

复杂性提醒我不能懈怠，看见学生更多

的可能性，读懂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需

求，并思考可为学生提供哪些支持，这

些也都将是我继续探索的课题。

□江山市城北中学 何英莲

放假的第四天，我们班小吴

的妈妈给我发来信息：“何老师，

您能到我家家访一下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小吴

在家不听话了？

小吴在学校表现还行，在家

偶尔犯脾气，不与家长交流沟通。

于是，我给小吴妈妈打了电

话。小吴妈妈说：“老师，其实没

什么事，我陪小吴爸爸在金华做

手术，我们都不在家。小吴一个

人在家，我担心他不好好做作

业。毕竟是初中最后一个学期

了，所以想请您到我家里看看，他

比较听您的话。”

“好的，您家地址我知道，我

下午就过去。”

“我没有告诉他，您可以搞个

突袭。”

下午，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零食，去往小吴家。

小吴开门后一脸震惊：“何老师，您怎么来啦？

我妈妈不在家。”

我笑呵呵地回答：“我知道，就是来突袭你的。”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房间，电脑前放着一张数学

试卷，做了几题；电脑桌面上还开着游戏；餐桌上有

一个吃完的泡面包装还没扔，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询问之下，得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小吴一直是

一个人在家，放假之后有一顿没一顿的。

小吴开始整理东西，我一边帮他，一边和他聊天。

等到基本收拾干净，已经是下午4点了，我问小

吴晚餐打算吃什么，小吴笑笑，指指泡面。

我打开冰箱，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我佯装错

愕地问：“我帮你忙乎了这么久，你都不打算请我吃

晚饭吗？”

小吴猛地看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有吃惊，有

无措，还有苦恼……

我问：“你一天都没出去吧？”

小吴点点头。

“走吧，我们去买菜，晚上让老师尝尝你的手艺，

会做饭的男生以后可是很受女生欢迎的哦！”

小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何老师，我不大会

做菜。”

我说：“没事，我也不大会做，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去超市买了鸡蛋、瘦肉、豆腐、番茄、花菜、

土豆、四季豆、蚕豆……这些菜比较容易做，而且可

以存放好几天。

到家之后，我们一边洗菜、切菜，一边交流。烹

饪环节我都没有代劳，而是和小吴一起查看小红书

上的菜谱，一步一步照着做。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完

成了两菜一汤：花菜炒肉、土豆片、番茄蛋汤。看着

自己的作品，我们相视一笑，开始大快朵颐，味道还

不错。

吃完晚饭收拾好，我拉着小吴坐下来聊天。

“妈妈不在家，你感觉怎么样？”

小吴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以前妈妈总是陪

着我，我感觉好烦；现在妈妈不在家，有时候早上一

起来，习惯喊妈妈，可是没人应，才意识到就剩我一

个人，感觉家里空荡荡的。”

小吴顿了顿，接着说：“我也知道，我爸要做手

术，这个时候我不能让他们分心。”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小吴：“怕我做作业不自觉吧？”

我笑了笑：“这是一部分原因，我最担心你照顾

不好自己。”

小吴拍拍胸脯说：“老师您放心，我独立能力很

强的，虽然做菜不是很厉害，但是吃饱没问题。”

“哦，那中午吃的啥？”我暗指桌上的泡面包装。

小吴小声嘟囔：“那是我懒……”

“是的，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小吴，老师不可

能每天都来，但你得照顾好自己，你爸爸妈妈才能放

心。当你不想做饭时，你可以想象一下爸爸妈妈看

到你做的饭菜时的笑脸。”

“好的，老师，那我每次做好菜都拍照给你。”

“小吴，现在已经是九年级的寒假，任务重大，时

间紧迫，你要合理安排好你的假期，你的寒假计划制

定了吗？”

小吴脸一红：“还没呢。”

“老师希望你能制订一个适合自己的寒假计

划。我先提个建议，不要一边玩游戏一边做作业，可

以安排一个专门的时间玩游戏，但不要太久，好吗？”

小吴点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小吴的寒假计划。

我每天关注小吴的打卡情况，他会给我发每天做的

菜和他完成的作业。

除夕夜，小吴给爸爸妈妈做了一桌年夜饭，感动

了爸爸妈妈。小吴妈妈给我发了长长的信息，对小

吴的变化表示惊喜，对我表达谢意。

作为教师，这个家访故事普普通通，却给了我满

满的成就感。

□杭州市长青小学 吕 宁

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学生中，安静

的小米有着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周

围的世界充满好奇，生活中的许多小事

都能被她捕捉到有趣的一面。

每天早上，小米一定是第一个向我

问好的学生，她会带着腼腆的微笑跟我

讲述昨晚的梦境、家中的趣事，虽然只

是简短的打招呼，却能从中感受到她独

特的思考角度和美好的内心世界。

正因为一直自以为和小米有着良

好的互动，对小米的情况十分了解，当

小米爸爸深夜发来一条充满指责的消

息，认为班级里有学生在欺负小米时，

我的震惊难以言表。

事情发生在上周五的舞蹈课后，小

米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一个周末

过去了，小米爸爸已经无法控制情绪，

才会给我发消息，认为单独少了小米的

鞋子，肯定是有人在欺负她，“希望学校

给我们一个说法”。

得知此事后，我立刻联系当天上课

的音乐教师，了解事情原委。

原来，学生们进入舞蹈教室是要换

舞蹈鞋的，大家会把自己的鞋子留在教

室门外，排成一排，下课后再换回来。

当天，音乐教师帮着找遍教室和走

廊，鞋子还是不见踪影，只好让小米穿

着自己的拖鞋回家。

我和小米爸爸再次沟通，在说明相

关情况的同时，要来鞋子的照片，并保

证会认真调查清楚鞋子的去向。

为打消学生的心理负担，我建议家

长把丢鞋子的事件讲成一个小故事，就

说或许鞋子是去了某个平行世界，需要

我们帮它找到回家的路……

第二天一早，我把小米和其他上舞

蹈课的学生挨个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

并向校领导报备，获得查看监控的允许。

我已经向家长保证，而且查监控是目

前唯一有可能查清真相的手段，我眼睛死

死盯着监控画面，急出了一脑门的汗。

第一遍粗看监控视频，学生们的身

影交错来去，很难确认小米的位置。监

控摄像头还有死角，如果鞋子放在盲

区，线索可就断了。

我立刻回班里找到小米，请她带我来

到舞蹈教室外，指出自己放鞋子的位置。

我重新点开监控视频，回想着小米

上周五的衣服特征，又确认时间范围，

一帧一帧仔细寻找着小米的身影。

终于，我捕捉到那个模糊的小影

子，她穿着艳丽的粉红外套，将鞋子放

在门口。我激动极了，继续盯着这双

鞋，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男生的身影出现了。他徘徊

许久，拿起小米的鞋奔向走廊另一边，

又两手空空地回来。我猜测鞋子被男

生放在阶梯教室了。

果然，当我进入阶梯教室，挪开门

口的矮凳，一双与小米的鞋子式样完全

一致的运动鞋出现在眼前。

当我们找到那个男生，让他向小米

诚恳道歉时，这一场鞋子追踪记终于要

落下帷幕了。

男生坦言自己一时贪玩，不应该藏

起小米的鞋子，小米却始终不发一言，

眼睛里仿佛装着很多话。

我担心敏感细腻的小米心中有疙

瘩解不开，就把她带到办公室，希望一

个相对独立、安全的小环境能让她说出

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可不论我怎样引

导，她始终没有说一个字。

铃声响了，小米跑去教室，我只能

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家长，要帮助小米梳

理情绪，希望这件事不会给她洁白无瑕

的小世界留下褶皱。

隔天早上，当我如往常般踏进教

室，小米也带着那熟悉的笑迎了上来，

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快步走开了。

那是一篇作文，题目叫《平行世界

里的鞋子》，原来是小松鼠把鞋子当作

宇宙飞船，飞去《封神演义》的世界，鞋

子成了神兵，甚至用臭气帮助姜子牙熏

退商军……我笑出了声，这个可爱的小

姑娘还给我安排了一个角色呢！

孩子的世界呀，向着明亮那方，也

总能让她周围的人感受到光芒。在教

育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意外事

件，需要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保护

孩子那一片纯真的世界。

﹃
你
不
请
我
吃
饭
吗
？
﹄

孩子的慢不是错

●点评：
提到教师，我们会想到“辛勤的园丁”；提到“花园”，我们会想到千姿

百态的花卉，这都是生活中的“标签效应”。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给

学生贴上各种标签，文中的“小慢”，就代表一类学生，他们行动拖拉，就像

“小蜗牛”一样，在讲求效率的班级中处于劣势。但谁又能说“小蜗牛”一

定不好呢？正像“乔哈里视窗”（Johari Window）所揭示的那样，透过窗

子，我们看见的可能是熟悉的，也

可能是陌生的。每个学生都渴望

被看见和肯定，只有当我们真正走

近学生，才会发现他们的期待；只

有当教师走近“小蜗牛”，才能和他

们一起“散步”，满足他们的需求，

引领他们在“不紧不慢”中看见自

己。这才是教育者应保有的陪伴

和期待。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平行世界里的鞋子

每月伊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温州慧中
公学小学“慧亮班”里热闹非凡。在每月的
“闪亮班会”里，学生集体协作，自主游戏，通
过朱砂开智、“套住幸福”、书写祝福、点亮兔
年等活动，让班会更有仪式感。图为学生在
参与“套住幸福”的游戏，用一个个小小的套
圈将自己喜爱的礼物“收归囊中”。

（本报通讯员 叶焕华 摄）

“套”住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