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6

E-mail：bbsteacher@126.com教师周刊·教育随笔8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宁波市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
乐天鹰

32张设计图纸、35900公里路线

图、116个地铁站、512个记录视频……

你一定会想，这是哪位工程师的大手

笔。其实，它们的主人小俞是一个热

爱行走的少年，也是一个曾经孤独迷

茫的“社恐宅男”。

故事还要从他四年级时说起。新

学期班干部竞选，小俞破天荒鼓起勇

气上台竞选，结果只得了一票，这一票

还是他投给自己的。

看似平静接受结果的他，从那以

后，却彻底“摆烂”。不管我怎么鼓励

他，他都提不起劲来，冷淡地说：“老

师，我这样挺好的。”

看着他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

我想我需要找到一个突破的契机。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有了惊喜

的发现：小俞一有空就趴在桌子上画

地铁路线图。我惊叹道：“你怎么把每

一站的站名和位置都记得这么准确？”

他轻轻地说：“我喜欢。”这三个字他

虽然说得很轻，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国庆节到了，班级计划举行红色

研学活动，大家准备坐刚开通的地铁

线出行。于是，我特意向小俞求助。

他眼睛一亮：“老师，这个我熟

悉！”不一会儿，他就把行程路线、到站

时间、注意事项等信息写在纸上交给

我。看着他扬起的嘴角，我朝他竖起

了大拇指。

那次研学，地铁车厢里坐满了学

生，沉默的小俞终于打开了话匣子，给

同学们介绍并解答疑问。我看到他眼

中焕发出的光彩。从那以后，小俞和

同学们开始有了交流。

学校附近新开辟了一个地铁施工

现场，有学生说起河南地铁进水被淹

的新闻，学生们就担心会不会影响学

校的安全。

我请小俞给大家解答，他为难地

说：“老师，这个我不知道，施工场地我

进不去。”

我想起有一个朋友在地铁公司工

作，便马上联系了他。在这个朋友的

引领下，我们看到了地铁工地上，工人

们是如何热火朝天地工作的。

“听说你对地铁很了解，也有很多

问题想问？”朋友微笑着看着小俞。

小俞涨红了脸，拼命咬着嘴唇，一

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拍拍他的背，给他一个坚定的

眼神：“小俞，你有问题就大胆地问。”

小俞迟疑片刻，深呼一口气，如竹

筒倒豆子般地提出一连串问题。我朋

友耐心地解答，小俞睁大眼睛认真地

做着笔记，还不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

解，引来周围工人们的啧啧称赞。

有施工人员邀请小俞体验“城市

听诊器”，当小俞听到地下十几米的声

音后，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仿佛一个

全新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了。

从那以后，小俞更喜欢地铁了。

“双减”下的课余时间，他几乎都沉迷

在他的地铁世界里。

寒假里，全校开展“我为城市建设献

策”项目化研学活动，我积极鼓励学生们

组队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城市建设项

目，小俞自然成为“交通小组”的领头人。

他们利用周末时间，乘坐每一条

地铁线，走遍每一个地铁站，走向城市

的角角落落。细心的小俞还发现某地

铁站的标志放反了，我鼓励他们把问

题反馈给地铁公司，得到及时的反馈

和感谢，学生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得知新的地铁路线正在勘察，小

俞提议：“我们也来规划新路线吧。”于

是，他们周末又忙开了：风雨无阻地跑

考察点，在大街上估算人流量，研究站

点之间的距离……为保护学生们的安

全，我和家长们一路跟着他们。

最终，“交通小组”设计了5条新

的地铁路线，我联合其他教师指导他

们编写方案，说明路径、地貌、水系、景

观、人流、商业、文化等。当他们将完

整的设计方案送到地铁公司设计部

时，获得了设计师们的一致好评：“值

得参考，有的问题我们都没想到呢。

小朋友，加油！等你们长大了，欢迎你

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小俞拼命地点头，脸上绽放出自

信的笑容，我仿佛听见小俞内心正在

拔节的声音。

此后，小俞整个人都变了，学习劲

头十足，每天和同学有说有笑的。在

小俞的影响下，学生们纷纷组建“城市

智囊团”，有的关注公共厕所的分布问

题，有的调查地下管网系统，有的为小

区规划停车场……小工程师们把目光

投向了社会。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蒋静蓉

我们班里有一只有脾气的“小蜗牛”。那

天数学单元过关练习，我发现“小蜗牛”没有

动笔，皱着眉头，一直盯着试卷。

我走近一看，原来她有一道题做不出。

我提醒道：“先把后面会做的题做好，再来做

这道题。”

“小蜗牛”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回答：“可

我不想被扣分，不然我就得不到A+了。”

“可是，后面很多题都没做，来不及做的

话更得不到A+了。”

“小蜗牛”没理睬我，还是不断地和那道

题较劲，直到下课，她的目光仍停留在练习卷

的第1页。

我不多说，把卷子从她手中收走了。

批改时，我在“小蜗牛”的卷子上用红笔

打了一个非常醒目的D。接着，我把“小蜗

牛”叫到办公室，让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剩下

的题。

“小蜗牛”完成后，我重新批改试卷，在原

来的D旁边用蓝笔又打了一个A，问：“你想

要A还是D？”

“A。”“小蜗牛”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是，你在数学课上做的是D。我们单

元过关练习用的是1节课的时间，你在规定

时间里只做了前面的这些题，后面没做的题

能算吗？”

“小蜗牛”说：“不能。”

“你知道下次应该怎么做吗？”

“不会做的先放一放，把会的都做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其实，A也

是一样优秀的，如果因为一道题不会就一直

想，不但得不到A+，连A都不会有，那多可

惜呀。”

“小蜗牛”点点头。之后的几次过关练

习，“小蜗牛”做到了全部完成。

固执的“小蜗牛”

□嘉兴市实验小学 陶轶敏

教室门前有一个细细长长

的花坛，种着栀子花。可是不

知从何时起，其中的一丛花枯

萎了，久而久之，枯萎的面积越

来越大，花坛就像长了斑秃。

教师们都说：“这块地不种

点什么，真可惜呀。”

为什么不能让学生们把花

坛清理干净，将它升级为劳动

种植体验区呢？

“这块地为啥会秃呢？有

没有办法救呢？”在科学教师的

引导下，学生们的热情被点

燃。他们研究后发现，影响栀

子花生长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和

光照。

“还可以种什么呢？”经过

大讨论之后，全班决定分成8个

生产队，并制定了种植计划。

小铲子、洒水壶等工具入

手后，学生们就开启了拯救小

秃地行动，先将花坛分为8个面

积相同的区域，再插上小篱笆，

给每块地取个名。

翻土、起垄、下种……可是

小秃地又窄又浅，一铲下去，不是石头就是垃

圾，翻土不深，更别说起垄了，这可急坏了小农

夫们。

于是，我邀请有种植心得的教师来指导，

解决小队在平时的劳动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鸡毛菜长出来有疏有密，歪歪扭扭，

可对于城里学生来说，真是太新奇了。课间，

学生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室门前的花坛，

交流得最多的就是鸡毛菜、生菜、辣椒、葱、郁

金香、向日葵的生长情况。

平日里怕脏、胆小的女生定时浇水定时除

草，看到蚜虫要向自己心爱的植物进攻时，竟

然毫不犹豫地伸手就把虫子消灭了。

学生们就像呵护宝贝一样精心照顾着植

物。终于，几周后，原先的小秃地迎来了第一

次大丰收。

家长们都惊讶于孩子的变化。很多家长

在家校本上留言，说孩子把在学校分到的辣

椒、鸡毛菜当成宝贝，认真地把它们变成自家

餐桌上的美食。

家长这么一说，我们又有了新的行动方

向，让每个小组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菜，和

大家一起分享。

拯救行动从班级行动变成年级行动，教

室门口的小秃地也变成了小菜地，而且常绿

常新。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要解放孩子的头

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

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我

想劳动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劳动教育不一定是

集中统一的行动，它可以在零星的课间、午休、

放学时间渗透，让学生在出力流汗中体验到劳

动的快乐。

□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宋娟芬

一个双休日的中午，我正打算午

休，手机接到数条钉钉语音留言。我

急忙打开，听到的是一个稚嫩的声音，

来自我的一个刚上二年级的学生。

她用的是妈妈留给她的手机：“宋老

师，我的妈妈不见了。呜呜呜……我

的妈妈突然不见了。宋老师你来救

救我行吗？我在家里怎么找也找不

到她，她跟我说去外面买菜，就不回

来了。我真的好怕……”

夹杂着哭泣的求助声，把我的心

都揉碎了。

我用她妈妈的手机号打过去，是

这个学生接的。我先是安慰她：“没

事的，宋老师在，咱们不怕。你吃饭

了吗？妈妈很快就会回家的。”

接着，我打了她妈妈的第2个手

机号，找到了她的妈妈。原来，她妈

妈吃完中饭就出门了，趁中午的时间

去新家查看装修情况，打算很快就回

家，就没和孩子说。

我又跟学生联系，告诉她妈妈的

情况，并且没有挂电话，不停地跟她

聊天，寻找她喜欢的话题，想打消她

的孤独无助。

过了一会儿，我从手机里听到她

妈妈在楼下喊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落

地。跟她说再见之前，我表扬她：有

困难的时候懂得怎么找人求助，做得

非常好。

挂掉手机，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告诉所有的父母，孩子独自

在家，不知父母去向，在这种情况下，

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这让我想起

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半夜醒来，发现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本来睡在旁边的

妈妈不见了。我被巨大的恐惧感吞

噬了，号啕大哭，邻居们都被惊动

了。我一直哭到天亮，妈妈回来了，

她告诉我，她是去上后半夜的班，还

说我没用，哭得那么响，让邻居们都

听见了，多没面子。

妈妈的数落一直让我自卑自责到今天，我害怕

一个人独处的毛病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因此，家长要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时，必须跟

孩子讲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过多久会回来，给他们

足够的安全感和确定性。

我想告诉同行们，当学生在无助的时候，在危

险的境地，会第一个想到打电话给你，这是出于学

生对教师足够的信任。电话一下子拉近了师生之

间的距离，明确了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分量。因此，

做一名教师，做一名班主任是多么荣幸，有时候职

业的满足感并不来自鲜花、掌声和奖励，而是来自

学生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我鼓励学生释放自己的不安全感，努力去获得

安全感。像我小时候这样将家长的指责内化，则会

留下遗憾，需要一生来治愈。

□余姚市肖东第一小学 胡苏林

小王背诵课文特别溜，但他会在教室放鞭炮，让

人差点以为他想把学校给轰了。

小张的学习成绩不好，自修时间，他的课桌上没

人，从外面进来时满头大汗，甚至亢奋地流出了鼻血，

把大家吓坏了。

……

这些顽皮学生主演的场景，每天都能看到。

很多父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脸面，片面地将学

业成绩作为评判孩子的主要标准，绝大多数家长还没

有潇洒到不在乎孩子成绩的地步。

这些学生的心是敏感的，家长的心也是敏感的。

学生贪玩、成绩不理想，我也有气馁的时候，但面对他

们真诚的面孔、期待的目光，作为班主任，我有责任帮

助他们克服自卑心理。

我曾经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赏识教育+真诚相

待”，并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学生，从心灵上去感化学

生，让爱在师生间传递，让学生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健

康成长。

当学生有过激行为时，教师不忙着下判断、做决

定，而是耐心倾听，全面细致地了解情况，秉公处理，

以理服人。

面对家长的“兴师问罪”或“无声胜有声”的责难，

班主任应敢担当，不偏袒。

比如，针对小王放鞭炮这件事，我和他爸爸面对

面交流，从事件的危害性谈到家庭对孩子的个性造成

的影响。小王的爸爸，1米8的大高个儿，竟在我面前

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听出了一个父亲的无奈无助，

体察到当下年轻家长夹心饼干似的生活：一边是文化

不高又喜欢无理取闹的长辈，一边是只想自己快活却

不知父母辛劳的孩子。

聊到最后，我只能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安慰

家长：毕竟孩子还小，成长的道路还很漫长，学校

和家庭一起努力，帮助学生走在正确、宽广、阳光

的道路上。

班级中的“尾数”不能舍去，但转化他们非一日之

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持之以恒，用爱呵护。微笑有

向心力，它可以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教师要对学生微

笑，鼓励学生走出困境，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从平时

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收获成功与幸福。

班级中的“尾数”

●点评：
2009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明确指出，“班主任

是中小学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中小学生

健康成长的引领者，班主任要努力成为中小学生的人生导师”。乐老师讲

述的这则育人故事，生动、真切地诠释了班主任作为学生引领者和人生导

师的重要作用。面对封闭、迷茫、社恐的小俞，乐老师敏锐地发现他独特

的兴趣和特长——迷恋地铁、热爱行走，并以此作为促进学生转变和发展

的突破口，巧妙策划、精心设计，以“行走”为抓手，为小俞提供发挥才能的

机会。通过行走，不仅帮助小俞个

人赢得自信、融入集体，更重要的

是引领全班学生走出班级、走出学

校，走出小我的羁绊，走向广阔的

社会。这则育人故事启示我们，每

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班主任要做好学生的引路人，帮助

学生拓宽道路，从而唤醒自我，打

开自我，成就自我。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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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武义县壶山小学教室热闹非凡，草编传承人吕金六指导学生制作棕榈叶玫瑰花，作为送给
妈妈的礼物。吕金六专注于草编工艺40余年，他的作品都是用棕榈叶通过撕、折、绕等手法编织的，蒸
熟、晾干后经久不坏。学校每周五设有草编课程，学生学习草编兴致浓郁。

（本报通讯员 傅洪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