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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春

才接手一个初一新班，我就接到一个

家长的电话，是学生燕子的妈妈打来的。

她说上班时忘带钥匙，现在进不了家门，

想让燕子下课时把钥匙放我办公室，她自

己来取。

我马上表示没问题，她可以随时到我

办公室拿钥匙。

下课了，我到教室把情况跟燕子说

了，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钥匙交给我。

过了一段时间，办公室的电话又响

了，燕子妈妈说已到教学楼下，问我办公

室在几楼。

我让她不用上楼，我下楼去接她。她

说不用。我告诉她，办公室在四楼，四楼

就一个办公室，挺好找的。

同办公室的徒弟莉莉早就注意我与

家长的通话，乖巧的她立马将一把椅子

从角落搬到我办公桌边上，按某个角度

放置好，又用抹布将这闲置已久的椅子

擦干净。

她清楚，只要有家长来访，师父必会与

家长来一番促膝长谈，面对面地就学生的

在校表现和教育问题进行家校沟通。

麻利地干完这些，莉莉优雅地坐回到

我对面的办公桌前。

莉莉刚坐下，我的举动让她颇觉奇

怪——把她刚搬过来的椅子给搬回去

了。莉莉的头脑中肯定升起一团疑云：这

不符合自己那话痨师父的风格呀，莫非师

父不打算跟家长促膝长谈了？

这时，门外一名中年妇女往里张望

着，并用手指怯怯地敲门。

我立马迎上去问道：“您是燕子妈妈

吧？我就是燕子的班主任朱永春。”

“是的，是的，朱老师您好，我是燕子

的妈妈。”那名中年妇女回答。

我边与家长握手，边示意请她进来。

我忙不迭地跑向办公室的角落，做了一个

让莉莉更加摸不着头脑的举动——把刚

放回的椅子又搬到自己桌旁，椅子放置的

位置和角度与莉莉原先的一模一样。

我不顾莉莉惊异的表情，掏出一包餐

巾纸，抽出一张洁白的纸巾，在莉莉已经

擦干净的椅子上迅速而又细致地重新擦

一遍。

做完这一切，我才恭敬地请燕子妈妈落

座，开始跟她聊孩子，聊我的带班理念……

不知不觉，十几分钟过去了。

燕子妈妈要回家了，我把事先装在信

封里的钥匙双手递给她，送她出办公室，

在走廊上互道再见。

果不其然，当我返回办公室，莉莉摆

着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在等我。“师父，您

刚才啥意思？是不是在嫌弃我？”

我满不在乎地回答：“没有啊，咋这么

跟你师父说话？”

莉莉带着委屈质问道：“那您为什么

把我搬的椅子搬走又搬回，把我擦干净的

椅子又擦一遍？”

“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我招呼道。

莉莉走到我办公桌边，我已经打开了

班主任工作手册，找出夹在里面的入学分

班考试成绩单。

顺着我的手指，莉莉很快看到燕子的

名字，不由得“哦”了一声。原来，燕子的

入学各科成绩几乎都是个位数，妥妥的全

班垫底。

“你看，燕子的入学成绩这么低，她妈

妈在孩子小学的六年里，一定有很多次被

教师叫到学校的经历。对燕子的学业，我

估计她全然不会再有什么期待。可在短

短几天的接触中，我感觉燕子还是一个蛮

聪明的女孩，只要重新帮她树立信心，她

完全可以成为进步最大的学生。但要修

复学生的自信，先要让这位妈妈对孩子，

尤其对我们教师要有信心，要给她有不一

样的感觉。”

莉莉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我继续解释道：“有个麦拉宾法则，说

人们对你的印象，只有7%是来自你说的

内容，有38%来自你说话的语调，另外

55%来自肢体语言。要燕子妈妈相信我

对孩子的重视与信心，光靠语言的表达是

无力的，所以我要当着她的面搬椅子擦椅

子，用这些非语言的举动传递我的态度。

如果把擦干净的椅子提前搬到我办公桌

边上，燕子妈妈很可能误以为这里本来就

放着一把椅子。”

徒弟恍然大悟，夸奖师父这样一个大

大咧咧的理科男，在班主任工作上心思竟

如此细腻。

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我与学生有

过冲突，甚至与领导也有过争执，可从没

有和家长闹过不愉快。

但我听许多班主任抱怨“总有家长

无理取闹”，只为了班主任对孩子的一句

批评，或一次小小的座位调动，就要找校

领导向班主任兴师问罪，更有甚者向教

育局投诉。因为有这些家长难打交道，

就让一些教师对班主任工作退避三舍。

都说“亲其师信其道”是教师对学生

的一种教育智慧，我却把“亲其师信其道”

作为对家长的一种策略，依靠这一信条来

开展家校合作。

因此，在善待每个学生的同时，我也

会善待每一名家长。正如我给燕子妈妈

的那把钥匙，能打开的不只是她家的门，

还能打开那扇教育的大门。门内，别有

洞天。

（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浙江
省德育特级教师、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
物、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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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陈子珺

最近，我发现班级里

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

我的课代表表现就有些

异常。以往的她是个活

泼爱笑的小姑娘，现在的

她却一直戴着口罩，上课

时戴，下课时也戴，甚至

体锻课做操的时候也牢

牢戴着。

而且，整天戴着口罩

的女生不只她一个，这些

女生还有一个共性：常常

不自觉地含胸驼背，下课

后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说

些什么。

我找她们谈心，了解

到原来是有些女生开始

发育，对自身突如其来的

变化不太能接受，为了遮

盖青春痘，便一直戴着口

罩留着厚重的刘海。

学生需要认识到这

些变化是正常的，也要学

会接受自己的身体和外

貌，和青春期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变化和平共处。

于是，我上了一节班

会课。我先与学生分享

了一些关于青春期的知

识，让他们知道这是每个

人都会经历的、自然的生

理发育过程。身体和外

貌并不是决定一个人价

值的唯一标准。与其抗

拒，不如勇敢面对，学会

接纳自己、适应变化。

我请他们填写一张“自我满意度调

查表”，一共有8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对自

己的容貌、身高、性格、情绪调节能力、人

际交往能力的评价，最满意自己的哪方

面，最不满意自己的哪方面，以及对自己

的总体评价。

他们完成表格后，我请小组轮流上

台汇报。汇报结果表明，学生对自己不

满意的地方比较多，但同时又发现，一些

在自己看来不满意的地方在别人看来反

而是长处。

人无完人，大家都有各自不满意的

地方。我把问题再抛回给学生：面对如

此不完美的自己，应该怎么办？

接着，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人肖

像图片，请他们猜一猜图片中的人物是

谁。学生对这些人物并不陌生，他们是

被认为有先天阅读障碍和智力缺陷的

爱因斯坦、双耳失聪的作曲家贝多芬、

轮椅上正在写作的史铁生等，这些取得

巨大成就的中外名人，同时也都不是完

美的人。

学生们纷纷表示，一点小缺陷又算

得了什么呢？要欣然接受不完美的自

己，自信并积极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

这节课后，我看到“口罩党”的行为发

生了变化，她们逐渐愿意“摘下口罩，拥

抱自己”。

□湖州市织里镇轧村小学 孙 一

一声尖厉的叫喊声响起，我赶紧

快走两步进了教室。但仿佛因为我的

出现，嘶吼声接二连三，变本加厉。

“孙老师，小力一直在那儿喊。”

“孙老师，我的耳朵要震聋了。”几个女

生捂住耳朵，七嘴八舌地向我“告状”。

一年来，我对小力也有了一点了

解，他一旦情绪激动，就会狂吼发泄，

很难停下来。

我深知：这事不解决，我的语文课

就没法上了。

我赶紧蹲下身，安抚小力。

他的眼神中委屈透露着愤怒，指

着同桌小溪狠狠地说：“她嘲笑我。”

“嘲笑”两个字极响，带着哭腔。

还没等我问，小溪就急切地辩解：

“我没有嘲笑他。”

才二年级，“嘲笑”一词对学生而

言应该还是个新朋友，如今竟然闹出

一场“大案”。

我灵光一闪，把“嘲笑”二字大大地

写在黑板上，问小力：“你知道‘嘲笑’的

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故意笑话别人。”他

仍旧是那副愤懑不平的样子，但情绪

已平复了很多。

“小溪是怎么故意笑话你的呢？”

我追问道。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她就笑我了。”

“你的名字不是很好听嘛，很有

力量。”

“我告诉她，我以前说话不清楚，

自己的名字讲不好。他们就问我以前

怎么说自己名字的，我就告诉他们我

叫‘揪揪力’，然后，全班都笑话我，她

笑得最大声。”

整件事我总算有所了解了。

“不是的，老师，刚才我不是嘲笑

他。”小溪急了，泪眼汪汪地说。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情况算嘲

笑。”我点点黑板上那两个字问她。

“就是，就是。”小力喊道。小姑娘

快急哭了。

“老师，小西吃饭很慢，俊俊笑他

是乌龟，俊俊就是嘲笑小西。”机灵鬼

乐乐抢话。

“老师，昨天体育课排队，瑶瑶说

天天是个小矮子。她就是在嘲笑别

人。”文文喊道。

学生们竟然意外地开启了头脑风

暴，还说得头头是道。

“哦，看来他们都是故意说这样的

话，贬低别人的短处。”我点点头，把“嘲”

字的口字旁圈出来，“那这么做对不对？”

“不对。”

我摸摸身旁喊得最响亮的小脑

袋，郑重其事地在“嘲笑”二字上画了

一个大大的叉。

“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我

们班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朋友，小时候

说话总是疙疙瘩瘩的，他的妈妈想让

他和大家一样说话，带着他跑了很多

医院，他也很努力地配合医生，慢慢地

有了一点改变。”

学生们听得很专注，小力似乎有

些不好意思。

“他的妈妈还买了很多书，下班回

家就照着书带他练习说话，一遍又一

遍地纠正他的发音。一个字的发音有

时候要重复几十遍，妈妈不说自己多

么辛苦，他也从来不喊累。就这样，这

个小朋友虽然有时候讲话还不是很清

晰，但他从来没有放弃，现在有了很大

的改变。这个小朋友就是小力，他是

不是很值得我们给他掌声？”

我带头鼓起掌。这一刻，学生们眼

神里透出的是赞赏，是惊叹，掌声雷动。

小溪高高地举起手：“孙老师，我

刚刚真的没有嘲笑他，我就是觉得他

说自己的名字时，发音好有趣。”

我摸摸小姑娘的头，告诉小力：

“你看，误会解开了吧？大家只是觉得

好玩呢。”

小力点点头：“其实我现在也这样

觉得。”

“同学们，开心的时候我们会眉开

眼笑，觉得有趣我们可以哈哈大笑，遇

上尴尬的事会哭笑不得，但是我们不

能嘲笑别人，记住了吗？”

“记住了。”全班声音响亮，眼神

真挚。

“嘲笑”引发的“大案”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叶秀青

我们班的体育一直不

好，第一次运动会就以2分

的总分在全校出了名，跑操

也磕磕绊绊，期末体能测试

达标人数只有十几人。

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

男生愿意担任体育委员。

没有一只强有力的“领头

羊”，整个班集体毫无凝聚

力可言。

教师中流传着“体育不

好的班级，学习一般也不怎

么突出”的说法，这更让我

愁上眉梢。

学生们成天懒洋洋的，

学习缺乏动力，生活没有

热情，拖延，低效，问题层

出不穷。

作为一名新上任的班

主任，我急得抓耳挠腮。思

虑过后，我决定还是先从体

育委员入手。

我看中了一个男生，约

他到办公室谈话，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委

以重任。口干舌燥之后，以

迫切的眼神期待他的回答。

“老师，还是算了吧，我

觉得我不行，你还是选其他

人吧。”男生挠挠头。

顿时，我涨红了脸，内

心迅速鼓胀起一个气球。

“太没有上进心”“太没有

承担责任的勇气”……我

真想一股脑儿地倾泻出这

些话，但是我深吸一口气，

忍住了。

“现在班里也没有其他

合适的人选，帮老师一个

忙，你先做一段时间试试可

以吗，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

商量。”

这个男生只好勉强应

承下来。

机缘来自八年级上半

学期的趣味运动会。这次

运动会不仅有“赶猪跑”、保

龄球等趣味游戏，还有篮球

赛和排球赛等球类对抗赛。

让我没想到的是，对

体育并不热衷的本班学生，

积极性很高，那个临时体育

委员，带头冲锋陷阵，招兵

买马。

篮球赛中，我班实力不济，接连失利，

大家都有点垂头丧气。

但是，紧接着的排球赛我班首战告捷，

让全班都很意外。这就像是有一颗小种子

突然裂壳，学生们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临时体育委员牺牲晚饭休息时间自发

组织练习，并希望我帮忙，腾出一点自修课

时间，承诺一定会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没想到小种子又接连裂壳，第二场、第

三场我们都获得了胜利。全班一下子站在

了体育竞技的聚光灯下，我似乎看见他们

的眼神里想赢的火苗。

就这样，我们杀进了决赛。

冠亚军之争异常胶着，对方班级也异

常强悍。一旦赢球，场地上就爆发出“好样

的”呼喊声；就算输球，大家也是相互鼓劲，

“没关系，没关系”“放轻松”。

比分紧咬着上升：14∶15，15∶15，15∶16，

16∶16……看得观众都捏紧了拳头，屏住了

呼吸。最后一刻，对方选手发球失误，我们

2分领先，获得了冠军。

大家高兴极了，纷纷跑向球场中央，围

绕着运动员们跳跃、拥抱、呼喊……最初只

是喊“耶”，后来声音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浪

潮，变成了“赢！赢！赢！”。

我也和他们一起跳着喊着，沉浸在难

以言喻的喜悦之中。

班队课上，我和学生们分享了运动会

上的照片，临时体育委员在照片中眼睛睁

得比平时大很多，看得学生们捧腹大笑。

我请他本人说说原因。

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挠挠头说：“这

有什么好说的？很明显，我正在投篮呀。”

“没错，因为你要投篮，目标非常明确，

注意力十分集中，竭尽所能去做这件事，所

以你的眼神就不一样，具体表现就是瞪得

很大。”大家又大笑起来。

我接着说：“我可以从赛场上的眼

神，看到大家对胜利的渴望，一股想拼命

往前奔跑的冲劲，更体验到冲劲过后的成

功和喜悦，我们班是当之无愧的全年级第

一名。”

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若有所思。

“希望你们牢牢记住这种感觉，保持冲

劲，永不放弃。期中考试近在眼前，这又是

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相信自己，只要努

力去做到最好，你们一定可以的。”

那次期中考试，我们班果然获得了不

小的进步。直到现在，那个男生也没有来

向我辞掉体育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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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沟通有时态度胜于语言

请
把
你
的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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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绍兴市上虞区龙山学校在操场举行民族团结龙山年——长街宴活动。该校是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新居
民子女学校，目前共有1485名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51人，属于13个少数民族（拉祜族、东乡族、仡佬族、回族、维吾尔
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佤族、畲族）。图为小学部五、六年级学生身着民族服装分享家乡美食。

（本报通讯员 任 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