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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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春色茶烟里春色茶烟里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开设了以植物
养护等项目为主的劳动课程，通过对植
物生长特性的了解，鼓励学生亲身经历
劳动过程。近日，该校一年级学生头戴
斗笠，腰挎竹篓，变身小茶农，深入大自
然，采茶、制茶，探究茶文化。

（本报通讯员 蓝海燕 摄）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孙 纯

加加在讲台上幸福地讲故

事，望着那双白净健康、自信挥舞

的小手，我心里感慨万千……

时光拉回一年前，午休的时

候，只听一声惊呼：“老师，加加的

手流血了。”

我飞奔过去，只见加加紧张

地把小手藏在身后，不停说着：

“老师，没事，没事的。”

在我的再三坚持下，加加终

于慢慢伸出他的手——坑坑洼

洼，伤痕处处。

“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的关

切声中，加加低下脑袋：“是我自

己啃的。”

那双小手又怯怯地缩回身

后，加加就再也不发一言了。

回想这段时间加加无精打采

的样子，我想他一定有难言之隐。

当晚，我进行了家访。在加

加父母的絮叨声中，在家庭自制

的密密麻麻的学习安排表上，在

加加局促不安的神情中，我感受

到了孩子身上的压力。这种压力

从社会焦虑变异而来，传给了家

长，再由家长传给孩子，最后，孩

子将它宣泄到了自己的手指上。

加加父母不遗余力地打造着

心中的“理想小孩”，却忽略了加

加的成长规律和精神需求。

我以情动情，以心换心，告诉

加加父母：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

己的成长起点，要尽量接纳孩子，

鼓励孩子，才能让教育事半功倍。

加加父母表示：会好好反思

和改变自己的做法。

回到学校，我开始特别关注

加加。

午后的阳光洒进教室，加加

正在全神贯注地修理绿萝，拿着

剪刀笨拙地剪去枯叶，还跷着那

根受伤的手指。

“哇，这双小手真能干，小绿

萝变精神啦。”

听到我的夸赞，平日总是蹙

眉的加加笑了起来：“老师，小

时候我可是爷爷菜园里的小农

夫呢。”

“真的？那班里的植物可遇

到知己了。”我建议加加制作一些

植物养护小贴士，让班里的同学

们可以参观学习。

他一口答应，约上三五同伴，

一起查资料、做手工，每一盆绿植

都有了“植物心愿”小贴士。与此

同时，加加的眉头一点点地舒展

开了。

那日，我发现加加的手指上

又多了一道口子。我的心一揪，

马上询问，才知道他给妈妈做生

日手工花的时候，手指一用力，未

愈合的指肉崩开了口子。

我又着急又心疼，忍不住宽

慰：“你这个小暖男，妈妈收到你

的花可真幸福。”

没想到加加竟垂下脑袋说：

“才没有，妈妈说只要我好好学

习，比送她什么都让她开心。”

我向加加妈妈转达这话时，

却听加加妈妈诉苦：“老师，我还

是放心不下加加的学习，担心他

的未来……”

我突然明白：一味建议家长放

低要求并不能真正改善亲子关系，

更重要的是让家长看到孩子身上

除学习外的闪光点，并且引导家长

重视亲子间的沟通技巧。

家长开放日之前，我特意拍摄

了《加加小手的一天》微视频。视

频里，加加培土、搬花、换水……忙

得不亦乐乎。

加加妈妈津津有味地欣赏

着，直到视频中出现了小手的主

人，她喜极而泣，紧紧握住了我

的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邀请加加

妈妈进入“亲子同质团辅”小组，

继续和她分享加加在学校的点

滴成长，还送给她一本日记本，

建议她和孩子共同记录亲子的

美好时光。

“3月17日，今天加加帮我剥

了大蒜。有点为难他，因为他没

有指甲，但他还是努力地剥。他

主动做了一份练习，还告诉我：

‘妈妈，我虽然没写完，但是有进

步呢！’”

“3 月 18 日，晚上陪加加阅

读，讲了睡前故事，加加很开心。”

“3月19日，昨天跟加加一起

去菜场买菜，我们还一起打扫了

卫生，下午陪他去公园里踏青放

风筝。加加特别开心，他还说今

天没有啃手指呢。”

……

读着亲子日记，我的内心无

比喜悦。在爱的滋养下，加加的

指甲正常生长，指肉渐渐结起一

层茧，小手不再总是躲躲藏藏。

最重要的是，他的神色变得轻快

很多，笑容也越来越多。

我精心策划了“听见彼此的

声音”亲子家长会，提出了“亲子

共做100件事”的倡议。在我和

加加妈妈的鼓励下，加加在班级

“绿营俱乐部”的拓展活动中担任

“绿色生命小导师”，用灵巧的小

手带领同伴们制作植物拓本。

故事节那天，加加举起健

康、温暖的手，讲起了“我有一双

小小的手……”，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杭州市莫干山路小学 李 艳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是《三国演义》里的苦

肉计，可这一幕居然也发生在我

们班的体育课上。

“李老师，不好啦，小智在体

育课上打人啦。”刚一下课，班上

就有学生过来告状。

正在批改作业的我只觉得晕

头晕脑，小智平时除上课不怎么

听讲、沟通和理解能力欠缺外，以

我的了解一般不会动手打人。

经过初步调查，在课上，小智

像着了魔似的，打了多名同学，有

的学生被打得疼哭了。

我厉声问小智：“你这样做

对吗？”

小智对他打同学的事只字不

提，还眨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小凡

也打他了。

我去找小凡，小凡低下头，小

声地嘀咕着：“是小智非要跟着

我，我不希望他跟着我，才……”

小凡委屈得眼眶通红。

我陷入了困惑：小智一直跟

在小凡后面，挨了揍还一直跟着，

形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怪

圈，这是为什么呀？

我约小智到办公室聊聊。可

是，无论我怎么问，小智却始终攥

紧小拳头，缄口不言。

多年一线的班主任经验让我清

楚地知道，处理此类事情得先解决

情绪，再解决问题。我微笑着说：

“小智，你能帮李老师一个忙吗？”

小智抬起头，不可思议地望

着我。

在小智帮我干完活，准备离

开时，我递给小智一颗糖，诚恳地

说：“小智，刚刚你可真帮我大忙

了呢。李老师腰不好，要不是你，

我还得跑一趟，腰恐怕就要痛得

断了。请你吃糖哦。”

小智不敢相信地接过糖，眼神

终于与我接触，闪烁着一丝喜悦。

“小智，李老师知道，你一定

不是一个坏小孩儿，体育课上你

打同学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我，我……他们，他们不跟

我玩……”小智支支吾吾地答道，

泪水涌出，万分委屈。

“大家不愿意和你一起玩捉

鱼游戏，你很伤心，觉得大家都不

喜欢你。对吗？”小智点点头。

“你很生气，当时并不知道自

己失去控制了，其实你也不愿意

的。对吗？”我拍拍小智的肩膀，

表示对他的理解。

小智瞪大了眼睛，眼神柔和

了许多，随后大声地哭了出来。

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我安抚

小智：“你是一个看重朋友的孩

子，我们一定能找到比打人更好

的办法。”

小智停止了哭泣。接下来，我

想解决那件诡异的“愿挨”事件。

“你跟小凡之间是怎么一回事

呢？你真的愿意被小凡揍吗？”小

智点头又摇头，跟之前一样，他自

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会，会……会跟我追着

玩……”小智慢慢说道。

我惊愕了：小智居然会用挨

揍的方式去换取一段他心中的

“友谊”。

我不禁开始心疼起小智，他

虽然在学习方面有点吃力，上课

爱睡觉，但他还是一个孩子，有交

友的需求，渴望被关注。毕竟在

家里是全家的“中心”，体育课玩

游戏这种“天时地利”，自然会激

发他“求关注”的渴望。这种落

差，他怎么受得了呢？就因为学

习不好，朋友也不配有吗？

因此，挫败感和无力感驱使

小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也要

担负一定的责任。平时在课堂

上，我应该多为他树立正面的形

象，让他找到价值感和归属感。

“李老师懂了，你虽然害怕挨

打，但是更害怕没有朋友。今后

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会交到很

多好朋友的。”

小智破涕为笑，笑得很舒展，

被人理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情。我也笑了，感谢小智让我知

道我从前教育的不足，通过外在

的行为表现去探求学生内在的渴

望，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

此次打人事件就此水落石出，

但后续的班级教育不可少，否则只

是治标不治本。“打人是不对的，你

看小凡承认自己的错误了，我们是

不是应该也要勇敢一点呢？”在我

的引导下，“我会交朋友”主题班会

开课了。在班会课上，小智向被打

的那几名同学道歉了。

我带着学生们读《坏脾气的

格拉夫》，绘本里的格拉夫脾气粗

暴，郁郁寡欢，没有任何朋友。但

他还是帮助了小兔子，小兔子送

给他一颗小星星，小星星照亮了

格拉夫的心。

学生们踊跃发言，他们明白

了，要交到好朋友，让自己更有价

值，最重要的是乐于助人。这节

课小智听得格外认真，眼睛一直

亮亮的。或许，“被接纳”就是属

于小智的那颗小星星。

压根儿没人喜欢被欺负

□平湖市全塘中心小学 陈雪红

今年的一年级学生，真是精力旺盛，让人抓狂。

坐校车，学生抓着上面的扶手杠，玩起荡秋千。

刚下课，几个学生在走廊上玩抓人游戏，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来不及刹

车，一头撞在柱子上，额头瞬间冒出一个大包，被我急忙送去医务室验伤。

一个男生摔倒在地，旁边的几个看见，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扑到他身

上，一个叠一个，有说有笑，压在最底下的学生也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上厕所，学生一窝蜂往里挤，进去后久久不出来，竟在这么小的空间里

玩，出来的时候把门都挤破了。

……

学生们玩得乐此不疲，可在教师眼里，这一点都不好玩，分明是一根根导

火索，万一出了事，后果很严重。

我每天都忙于处理这些事，与学生们约法三章，对违反者“严加惩处”，可

他们贪玩惹祸的迹象却丝毫不见好转。

我忍不住在心里抱怨：哎，孩子就是孩子，就知道玩，要是他们不玩该

多好。

除了抱怨，我还真没想过玩对于学生的意义。可是，当我阅读了《正面管

教》一书后，彻底改变了对玩的偏见。《赞赏孩子的玩耍能力》一章中写道：“游

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中最纯洁的、最神圣的活动……游戏给人快乐、自由、满

足、内部和外部的平静以及整个世界的安宁。它具有一切善的来源。”

读着读着，我明白了，学生们给我造成的很多麻烦，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我联想到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不禁感叹：一个沉浸在游戏中的儿童，不

正是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吗？

既然玩是人类共有的天性，而不加约束地玩又会导致混乱，那么为何不

引导学生玩得有法、有序呢？

正当我思前想后时，科学教师跟我抱怨：“周末让学生回家种植大蒜，观

察大蒜的生长情况，结果认真去做的寥寥无几……”

有了，何不在教室走廊外种上一些大蒜呢？学生平时在学校就可以照

料。说干就干。于是，我宣布，我们要举行种蒜比赛——“蒜你赢”。学生们

激动得拍手叫好。

借着班队课的时间，我们分好小组，来到花坛边，开始剥蒜、种蒜，看看哪

个小组做得最好。

不料，“惨案”又上演了。有些“捣蛋分子”嚷嚷不停：“你多了，我少了。”

“你应该听我的。”“我就要抢你的盆子。”待到往盆里插蒜时，那更是不甘示

弱，几双手同时往一个盆里塞，可怜的泥土都被掀出盆，有个小组甚至举行了

一场扔泥巴大赛……这闹哄哄的场面让我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刚解决了

这边，那边又有了情况……

总算把蒜都种下去了，我发现，有几个小组全程井然有序，组员之间不争

不抢，分工合作，早早完成了种植任务。

回到教室后，我先邀请有争吵的小组分享种蒜的体验。不出所料，他们

都回答“感觉好累好难，一点也不有趣”。

接着，我邀请有秩序的小组上台分享。一个文文静静的小男生说：“感觉

挺轻松、挺开心的。”更有一个老师的贴心“小棉袄”说：“因为我们组都是分工

的，效率当然就高了。”

这说出了我的心声。于是，我借此机会，引入人际交往概念——和谐、礼

让、合作。我告诉学生，玩的时候要掌握度，遵守规则，互帮互助，才能玩得更

轻松、更开心。

学生们都很认同。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其实玩不仅仅是学生的

天性，更是他们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儿童的知识大部分是从玩耍中

获得的，这正是我们所提倡的“玩中学”。教师只要注意引导，把握好尺寸，定

能发挥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助力作用。

学生爱玩，不是麻烦

□桐乡市崇福镇虎啸中心小学 陈剑宏

小林是我在云和支教时遇到的学生，15岁，留过两次级，是学校篮球队

队长，身体已经发育，思想远未成熟，自以为已长大成人，凡事不服父母和教

师管教，桀骜不驯，软硬不吃。

开学第一天，我就面对小林的挑战。小林发言从不举手，而是原地乱喊；

坐相也十分不雅，不停地转圈，四周学生深受其害。

另据调查：小林曾经和“鹰派”教师严重对立，多次闹出“天下大乱”的

动静。

谋定而后动，我决定从“信义”二字开刀。

到云和的第一个周末，我约了小林、三个语文成绩最好的女生、三位支教

教师一起登凤凰山。约好8点半在学校见面，结果小林没到。

第二天一到校，我就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男子汉说话不算数，以后怎

么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小林一改“刺儿头”的形象，憨笑，搓手，道歉：“不好意思，我7点就来啦，

没见着您，就回去了……”

“那你也该打个电话给我，老师担心你的安全。”

小林挺挺胸，挠挠头皮：“下次一定注意。”

转眼到了第二个周末，我又如法炮制，不过地点换成了枫树湾。

这次，小林8点10分就在校门口等了。我们买了一些矿泉水，分给他

一瓶。

一路上，三个女生一个劲儿地数落他的不是，小林被批得简直体无完

肤。对女生打又不是，骂又不是，进退两难。一切尽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乘机打哈哈：“林帅哥可是咱们的篮球队队长，为学校立下过汗马功

劳，平时对朋友讲义气，说话算数。”

这时，小林总算抹了一把汗，感激我救了他一回。于是，他提议带我

们去水库游玩。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半山腰，一个马蹄形的水库出现在

眼前。

站在水库边，我们玩起了打水漂，仿佛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不

知不觉临近中午，我请大家到快餐店饱餐了一顿，又把他们一一送上公交车，

再三叮嘱他们回到家里给我发短信。

当天晚上，小林投桃报李，申请我加他的微信好友，并问当天的语文作业

有哪些、怎么做。

我突然想起，小林以前是从来不做作业的。

过了几天，有人送了我一盒中秋月饼。我思前想后，决定仿效陶行知“四

颗糖”的经典故事，把月饼分给学生。

我拿了三个月饼奖给小林，第一个奖励他言而有信，为我们做导游；第二

个奖励他要求进步，开始独立完成作业；第三个奖励他听老师的话，准时回

家，没让家长担心。

后来我听说，他和另一个“刺儿头”小朱把月饼带回家和父母分享。我抱

怨自己考虑不周，把月饼全分完了，不然要奖励他第四个月饼：孝敬父母。

两个月来，小林不仅无重大过错，语文单元测验还上了合格线，并一直呈

稳定上升的态势。

三个月饼改变“刺儿头”

不要小瞧了爱啃手指这件事

●点评：
内卷时代呼啸而至，面对新时代剧场的喧嚣，被单一价值

观裹挟的学生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更多的可能？

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至今震耳，这双皮开肉绽的小手

代表了无处发声的学生，是学生对“唯分论”单向评价无声的

抗议，而孙纯老师的叙述正是替孩子发声，传达他们的心声。

孙纯老师敏锐地透过学生啃手指的表象，看到背后的心理健

康危机，通过“亲子沙龙”、亲子日记等方式，看见、唤醒、赋能、

重塑……让加加的父母跳出赛道，看到孩子的成长需求。教

师以心护心，心手相连，双向奔赴，重建学生发现自我、探索世

界的勇气。当加加挥舞小手讲述

自己的故事时，我们看到一个学生

从受伤到痊愈、从退缩到主动、从

怯弱到生机的高光时刻。这则故

事给予我们启发：最好的成长是被

懂得、被理解，在一个支持型的家

庭和校园环境里，每个学生都能找

到浩瀚的空间，松弛舒展地走上自

己的成长之路。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