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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总校）
徐颖妍

“徐老师，小新又发脾气了。”有学

生火急火燎地跑过来告诉我。

我急匆匆奔向教室，教室里一片

狼藉：椅子被推翻在地上，书本散落一

地。小新双拳紧攥，气势汹汹，怒视着

周围的学生，不时地大吼：“谁让你们

翻我抽屉？我要你们赔！”

入春以来，这已经是小新的第三

次爆发了。

他拼命挣脱我，我的手上瞬间留

下一道抓痕。也许他意识到自己抓伤

了老师，似乎平静下来一些。

晨练的铃声响起，我让副班主任

组织学生去锻炼，教室里只剩下我俩。

我摸摸小新的头，轻轻地问：“你

遇到了什么麻烦？”

小新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他

们把我的小蜗牛扔掉了。”一边说，一

边大哭起来。

“小新，他们知道你的抽屉里住着

小蜗牛吗？”我又问。

“不知道。这是我的秘密。”

“原来如此，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

下，扔掉了你抽屉里的垃圾和小蜗

牛。”我强调了“垃圾”。

小新又生气了，愤愤地说：“那不

是垃圾，我的蜗牛生病了，那些湿餐巾

纸是我用来给蜗牛治病的。”

看着我诧异的表情，小新解释道：

“我发烧的时候，妈妈就会用湿毛巾给

我擦脸蛋擦身体。”

我恍然大悟，小蜗牛对他而言已

经是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不敢再轻视

他“幼稚”的想法，不敢亵渎他那份“神

圣”的爱。

我抱了抱他，此时，他需要的不是

教育，而是帮助。我心里有了主意。

我告诉小新，最合适小蜗牛的居

所是潮湿的植物，把蜗牛放在抽屉里

不仅不能治疗它的病，反而会加速它

的死亡。

小新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这是拉

近他和同学关系的好机会，我劝小新

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等学生们回到教室，在我的鼓

励下，小新诉说了“蜗牛事件”的前

因后果。

我趁机号召学生，帮小新把蜗牛

找回来。

学生们纷纷响应，瞪大眼睛，四处

寻觅，生怕漏掉一个地方。

不一会儿，“蜗牛，蜗牛”，一只脏

兮兮的小手托着蜗牛冲到小新面前，

兴奋地喊道。一会儿又来一只，越来

越多，七八张黑乎乎的小脸蛋凑在一

起，拼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看着同学们手中的蜗牛，小新露

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却假装烦恼地

说：“小蜗牛住哪呢？”

大家面面相觑，小新把我拉到教室

门口的花坛边说：“就让它们住在这里

吧。”从此以后，我们班就有了一个“蜗

牛之家”，也成立了照顾蜗牛的小分队。

第二天，小新塞给我一张创可

贴。我感动极了，忍不住又抱了抱这

个善解人意的小家伙。

我们来到“蜗牛之家”，小新滔滔

不绝地讲着蜗牛的种种表现，以及如

何跟蜗牛交流。

这次的“蜗牛心结”解开了，但下

次，小新还会爆发吗？我思索着……

我借机提醒小新，遇到问题要主动把

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寻求老师和同学

的理解。

我跟小新拉钩约定。小新咯咯

地笑着……

一天下午，我刚出办公室，就看

到小新正在跟别人争抢一把伞。小

新的小脸涨得通红，双肩不住地颤

抖，我猜他又要“爆炸”了。

“小新，小新。”我赶紧叫他，举起

拉过钩的小拇指，用力摇摇，暗示他：

“约定，约定。”

小新看看我，我冲他笑笑，给他鼓

励的眼神。

小新欲言又止，突然深吸一口气

说道：“小蜗牛都快被晒干了。”

学生们一听，都好奇地去探访“蜗

牛之家”的小居民们。我趁机给他竖

起大拇指：“小新，你说出了心中的想

法，好样的。”

我对大家说：“小新的初衷是好

的，是为了小蜗牛，但在走廊上撑伞确

实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学生们一下子来了兴趣，围着小

新你一言我一语地为小蜗牛出主意，

此刻的小新显得放松又快乐。

午间谈话时，我带学生们复盘上

午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生气的

时候，生气时，怎么做才能不伤害自

己，也不伤害别人呢？”

学生们纷纷讨论，想着好办法。

我指着窗外的“蜗牛之家”，说道：“小

蜗牛可是情绪管理大师呢。”

听我这么说，学生们都安静下来，

似乎在等我宣布答案，尤其是小新。

我告诉大家：“小蜗牛生气时会缩

头，我们可以学习它，试着深呼吸15

秒控制情绪。”

大家都做得特别认真，我接着问：

“还有什么方法吗？”

“小蜗牛控制情绪会不时地伸出

脑袋，我们可以朝窗外喊几声。”

“小蜗牛会快速爬起来，那我们可

以学着去操场上跑一跑。”

“如果还控制不了，我们可以向同

学倾诉，或者告诉老师。”

大家讨论得很投入。我们郑重地

约定，选择一种自己最喜欢的方法，下

次想发脾气的时候实施，让自己马上

获得平静。

小新这只总爱“爆炸”的“小蜗

牛”学会悦纳情绪、拥抱情绪了。渐

渐地，班上其他的“小蜗牛”也学会了

情绪管理。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会很情

绪化，当他们孤独寂寥时，要教他们伸

出主动沟通的触角；当他们情绪失控

时，要教他们用坚强的壳保护自己和

他人；当有人需要帮助时，要教他们学

会用柔软的心去体谅、照顾别人；当他

们迷失方向时，还要教他们善用透明

的液体铺路前行……

□乐清经济开发区学校
干乐怡

“干老师，今年家访你会

去我家吗？”课间，小杰说完这

句话就一溜烟跑开了。

这句话一直在我脑边回

响，这是学生对我发出的邀请。

小杰内向、敏感，不能控

制自己的行为：在课堂上尖

叫、剪女生的头发、打人家的

屁股……起初，小伙伴们觉得

是小杰不懂事，不跟他计较，

但时间久了，谁都会烦他。

有时候上课铃响了，小杰

还在到处晃悠。我不止一次

在学校的楼梯口、杂物间将他

带回教室。学习上，他更像一

个旁观者。

他被诊断为“严重感统失

调”，每个星期要去温州接受

治疗。

那天下午，学校进行大扫除，小杰带来一瓶

清洁剂，瞬间成了班级里最受欢迎的人，学生们

围着小杰，请他帮忙喷洒清洁剂。“谢谢你，小

杰。”听到感谢，我第一次在小杰脸上看到满足的

笑容。

傍晚，我就跟着小杰回家。虽说之前我做好

了心理准备，但等到真的看到小杰的生活环境，

我心里还是一怔：祖孙三代住在同一个逼仄的空

间里。

这让我想起小杰平时的种种表现，一年级的

时候，上课了他还在外面跑，每次我得像玩寻宝游

戏一样把他找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在上课时总是

说要上厕所，出去不知过了多久才回教室……这

些都是因为小杰作为孩子感觉压抑、需要释放天

性所致。

小杰爸爸告诉我，小杰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

写回家作业。我想，这是因为很多课堂知识他都

没有掌握，上课问他问题，他通常是没有回应

的。从学习到生活，小杰跟整个班级不在一个频

道上。

我告诉他爸爸，下午班级大扫除，我看到小

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他学生也毫无保留地夸

奖他。这说明班集体没有将小杰排除在外，同学

之间都能发现对方的优点。

“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

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我突然明白了陶

行知的这句名言的真义。

“小杰是个善良的孩子，他对这个世界有自

己的认知。”我对小杰爸爸说，“你要相信他，多一

点耐心，多肯定他。”并和他爸爸约定：如果小杰

在学校有进步表现，我会大大表扬他；回家后，家

长就要加倍表扬他。

小杰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访

结束后，我迅速联系其他任课教师，希望大家一

起给小杰更多母亲般的关爱。

我给小杰找了一些适合他的学习方法，比如

让他多读课文，别人只需读一遍，他可能要读几

十遍。他读书很慢，断断续续，像是爆开的豆

子，一颗一颗蹦出来。我让小组长检查他的朗

读，并告诉小组长只需纠正错误就行，其他别

管。小组长教得很认真，小杰放松下来，语速也

慢慢正常。甚至有一次，我让他担任了早读的

带读小组长。

食堂分水果的时候，我会把自己那份留给

小杰；课间碰到他，我会将他的红领巾系好；放学

时排队走出教室，我会让他站在第一排……

小杰脸上的笑容变多了，下课的时候也有学

生跟他交流。

有一天，小杰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送了我

一幅他画的画。在画里，我扎着高高的马尾辫，

还有一个“A4”腰。小杰什么话都没说，腼腆地跑

开了。我赶紧拍照发了一个朋友圈：“这是小杰

送我的礼物，不错，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样子。”

心灵的交流让人触动，学生是愿意改变的。

现在，小杰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在课本剧表演时

被同学推荐演“大象”，当他认真地说出那句“别

人是别人，我是我”，全班都报以掌声。

我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小杰，眼睛里有星光，

嘴角带着笑意，我赶紧拿出相机记录下那一刻。

乌云总会退去，月亮要做的，就是守着黑夜

中的光明。但这样的美好不会经常发生，有时

候，他也许觉得很累，想逃避，想放弃；有时候，他

即使很努力，还是有很多习题不会做……

经过这次家访，我似乎摸索出家访的要领，

那便是“走心”，走进学生的内心，发现被忽略的

生命，并跟随他的生命轨迹。

作为教师，不可能永远在前面引领学生。我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心育为底色，搭育人之

桥。我看着平凡而弱小的小杰艰难前行，跌跌撞

撞，让人心疼。我为他的每一次进步而感动，哪

怕就只进步了那么一点点。

□嘉善县培智学校 陈育超

面对一批失智儿童，能教他们

玩魔方吗？他们能学会魔方六面还

原吗？

对于在初中教学24年的我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刚到培智学校任党支部书记的时

候，我陷入了迷茫：面对这一群特殊学

生，我能做什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小张从家里拿来一个魔方，他自

学成才，可以做到单面还原。他说，自

己就是一直玩，就玩成这样了，但也只

有这个水平。

看着他热情而又执着的目光，我

的心里一动。我玩过魔方，也教过女

儿玩魔方，但时间久了，很多东西都忘

记了。

我尝试着“捡”回这一技能，然后

教给小张。让我意外的是，才学了两

三个星期，小张就做到了六面还原。

难道特殊学生玩魔方可以这么厉

害？我顿时有了信心，似乎找到了一

条坦途，试图在这条路上让更多的学

生出彩。

但现实浇了我一头冰水。一些学

生拿到魔方，根本不知道怎么旋转，教

他的时候是顺时针转，他就只会顺时

针转，不知道其他方向也可以转。

同事们也在奇怪：“你怎么想到教

他们玩魔方呢？他们有些人连鞋带都

系不好。”

正当我灰心丧气之时，学校创立

了党建品牌“善心护航”，旨在寻找各

种手段，教会特殊学生一技之长，而不

是简单地看护而已。

我想到了不久前半途而废的魔方

教学。魔方只是他们学习的一个缩

影，任何一项简单的技能，对于特殊学

生来说，都需要直面无数困难。

而我们教师，一遇到困难就退缩，

谈何“善心护航”？

魔方对于特殊教育有优势：有趣

味性，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动作精

细，涉及手眼训练及空间想象力的培

养；能锻炼手指，兼具学习和康复的双

重效果……

劣势自不必多说：特殊学生记忆力

差、领悟力低、持续学习能力不足……

分析优劣，我首先考虑降低学习

期望值，只要求学生将魔方单面还

原。目标虽低，前行仍困难重重。

左转右转正转反转，教到后来自

己都稀里糊涂；先棱块再角块的操作

程序，对于棱块、角块都分不清的学

生，说到口干舌燥也是白费劲；还有

的学生，三转两转没见效果，就甩手

不干了……

学生没耐心，想早点看到效果，

那就用倒推的方式设计临近完成的

题目；学生记忆力差，那就讲故事、编

口诀；学生分不清棱块、角块，那就在

棱块和角块上贴不同的图片，棱块上

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图片，角

块上贴小朋友的图片……

经过努力，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学

会了单面还原，真是令人欣喜。

接着，我的目标又设定在单层

还原。

从单面还原到单层还原，看似

只差一个字，却是最难跨越的一

步。如果能解决单层还原，接下来

的双层还原和六面还原就只是时间

问题。

难点主要在于棱块角块的颜色匹

配。特殊学生往往顾头不顾尾，只看

到眼前的面对上色，没看到的地方就

不管。

太难了。但特殊教育哪一门学

科不难？一米一米走难，那就一厘米

一厘米地走，再不然就一毫米一毫米

地走。

我们给中心色块贴上不同颜色的

椅子图片，给出故事情境，细分回合，

如奶奶穿绿色衣服，要坐绿色椅子；小

朋友穿绿橙两色衣服，要坐绿橙两把

椅子……

从单面还原到单层还原，再到双

层还原，直到六面还原，多寻找教育方

法，多帮助学生进步，多给学生成功的

机会，这就是学校精神“努力多一点”

的直观展现。

用好“小蜗牛”情绪管理法

●点评：
温情可以软化心灵，善意可以唤醒善意，当成年人放下自己的偏执，

倾听学生的心声，并采取积极行动时，改变或许正在悄然发生。面对经

常情绪“爆炸”的学生，徐老师第一时间安抚学生的情绪，使其放下戒备；

通过亲切交谈，了解行为背后的原

因；最后借助群体的力量，引导班级

学生一起帮助他，共同训练情绪管理

能力。教育是慢的艺术，学生是复杂

的个体，唯有真心实意爱学生，才能

走进他们的内心。这种情感的共鸣，

会在学生内心建起一座温室大棚，营

造学生心灵世界的盎然春意，让天性

的至纯至善永不泯灭。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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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培智学校教魔方

近日，浙江省政协2023年“送科技下乡”活动走
进遂昌，通过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科学+”进校园等
活动，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资源融入学校教
育。图为遂昌县实验小学的学生在“拉不开的书”实
验中体验纸张之间强大的摩擦力。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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