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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菜市逛菜市 学当家学当家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一小学
莫妍喆

“教师就是教师，你要对学生凶一

点。对学生太好了，以后会管不住。”我

刚入职的时候，一位中年教师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从她疲惫的眼神和紧锁的眉

头中，我仿佛看到曾经热情似火的一盏

明灯被岁月消磨后如今只剩一截残烛。

刚出发心里就多了一份莫名的担忧，我

不敢去揣测她究竟经历过什么，只能不

断安慰自己：这是每位教师成长的必经

之路。

我担任的是三年级四班的副班主

任，同时还是四个班的英语任课教师。

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学生，我竟比学生

还要慌乱紧张。

起初，学生们看到我感到很新奇，总

是会问各种奇怪的问题，我都耐心解答，

努力经营自己温柔亲切的形象。

可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课堂讨

论的时候，有些学生大声闲聊甚至随意

走动，我只能走到他们身边一遍遍劝告；

有些学生开始耍自己的小心思，上课不

久就举手表示要去厕所，我担心憋着对

他们的身体不好，都会允许……

不知不觉，上课成了“上刑”。课前，

我会在心里祈祷学生们都能乖乖的；上

课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控制着；

每节课上完，我都筋疲力尽，但交上来的

作业质量又给我沉重一击。

我尝试着以知心大姐姐的身份，蹲

下来，敞开心扉和学生打交道，却更加无

法掌控自己的课堂。入职后的第一个

月，我唯一的成果就是学生们根本不怕

我。他们什么都愿意跟我说，但又什么

都不听我的。

终于，有一次，当班里七八个男生同时

举手要去厕所时，我爆发了。几乎在一瞬

间，班级仿佛静止，学生们震惊又害怕地看

着我，连平时最爱讲话的学生也闭嘴了。

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的嗓门居然

能这么大；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那位中年

教师对我说过的话——果然，发火要比

不停劝导“有用”得多。

从那以后，踏入班级我的脸上就不

再有微笑，学生一旦犯错我就会立刻批

评，班里太吵我会停止上课厉声整顿。

渐渐地，每节课我都能按照自己的

节奏上下去，课堂掌控权回到了我的手

里，我终于找到了当教师的感觉。渐渐

地，我有些得意起来，却不知道眉头也多

了两道淡淡的褶皱。

直到一次上课，我提问后，没人举

手，我便直接叫一个女生回答问题。她

慢吞吞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半天，憋得满

脸通红，最后含着泪小声嘀咕着：“我，我

真的……真的不会。”

我突然觉得好愧疚，她是那么的心

惊胆战。在学生的眼里，我竟然是这么

可怕的人吗？从前课堂上活泼积极的学

生们不知何时变得沉默寡言，而我居然

还在沾沾自喜？

他们本来就是孩子，而我却以大人

的姿态俯视他们，用冰冷的指令控制他

们，使他们再也不敢抬头。他们看不见

我，我也看不见他们。

我开始反思自己，却又不知如何是

好。蹲着太矮，站着又太高。

正当苦恼时，我处理了一起打架事

件，跟两个学生辩论是非曲直，最终让他

们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

理。他们再也没有因为小事大打出手。

事后回想起来，我不禁感叹：原来学

生最想要的并不是姐姐般屈尊的纵容，

也不是成人世界俯视的冷漠，而是半蹲

着，用平等的姿态给他们以公正的对待。

一学期很快过去了，又来了一批实

习教师，他们眼里闪着光。其中一位实

习教师问我是怎么管好学生的。

我想了想，说：“半蹲着，伸出双臂去

拥抱学生，这样他们才愿意拥抱你。”

□嵊州市马寅初小学 郭伶丽

“老师，真的谢谢侬。”梦梦奶奶激动

地拉着我的手，给我看手机上梦梦洗碗的

视频，我的思绪不禁回到刚开学时……

“苦味”书签：诉说内心需求
入学一周后，经常可以听到梦梦的

哭声：进校与奶奶分别时，她号啕大哭；

铅笔、橡皮找不着，她泪如雨下；中饭没

有爱吃的菜，她呜呜咽咽……同学们从

不知所措到避之唯恐不及，让她变得越

来越孤单。

那天课间，梦梦在座位上用铅笔画

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看——哦，是一

张书签。

之前我就听梦梦奶奶说过，小家伙

特别爱收集小卡片、书签。只见梦梦正

在给书签上的小人儿画上大大的眼泪。

看着这张“苦味”书签，我俯下身问：

“梦梦，这个小人儿为什么这么伤心呀？”

“因为她想回家找妈妈！”那噙满泪

水的模样让我有些心疼。

我从与梦梦家长、幼儿园教师的交

流中了解到，梦梦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

父母长年在外。爷爷奶奶的包办和宠

溺，导致了她的习得性无助，遇到困难时

总以哭泣来回避问题和表达情绪。

“甜味”书签：给予鼓励关怀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说：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先放糖，再放盐，再

补钙。糖，是给孩子关爱与鼓励；盐，是

教会孩子直面挫折；钙，是让孩子学会自

强自立。”这“三味”也正是梦梦目前最需

要的成长配方。

又是一天课间，梦梦又在低头画泪

人儿，而且把眼泪画成了两股喷泉。

我赞道：“梦梦，你画得真不错。老

师也很喜欢画画，能跟你一起画吗？”

她怯生生地点点头。

我在她的书签上添了一个大人儿，

让大手牵着小手。

“现在，这小人儿还那么伤心吗？”

她摇摇头，拿起橡皮擦掉小人儿的

眼泪。

“以后，小人儿想哭的时候，记得拉

住大人儿的手哦。”我把她的小手放在我

暖暖的手掌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早早地等候在

校门口，从奶奶手里接过梦梦。虽然她

还是“一步三回头”，但不像以前那样哭

得撕心裂肺了。

我把那张书签挂在梦梦的书包上，

但我知道，此时它的“糖分”还不足，我要

依照计划，联合梦梦的父母、各学科教

师，还有班里的其他学生，通过书签给她

传递一个信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

人愿意与她同行。

“咸味”书签：学会自我调节
班里的调皮学生给梦梦起了一个绰

号叫“爱哭鬼”，梦梦一听到这个绰号就

哭。这可不行，不能让梦梦给自己打上

这个标签。

我一边教育那个学生，让他给梦梦

道歉；一边在班里分享绘本《爱哭公

主》，引导学生认识哭是表达情绪的一

种方式，就如开心时我们会哈哈大笑一

样。因此，我们要学会和各种情绪相

处，勇敢和坦然地面对包括哭在内的各

种情绪。

下课后，我把精心准备的第二张书

签送给梦梦，书签的正面是我拍摄的梦

梦笑和哭的瞬间。

“梦梦，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呀。你

想好怎么面对心里那只‘哭哭怪’了吗？”

“我可以用鳄鱼妈妈的‘神奇不哭

咒语’。”

我让梦梦翻转书签，背面写着“深呼

吸，一、二、三，怪东西看不见，哭哭脸变

笑笑脸”，原来正是“神奇不哭咒语”。

“咒语”的核心是通过转移注意力自我

调节情绪。一连几天，我都仔细观察着梦

梦，每次她想哭的时候，我就鼓励她念出

“咒语”，为自己的失控情绪按下暂停键。

“钙味”书签：困境中求自强
钙本无味，但钙在中文语境里象征

着人的独立与自强。钙的味道就是成长

中的抗压能力、受挫能力。

梦梦已经不再哭着进校门，但平日

里遇到困难时还是会哭。那天，只是因

为鞋带散了，她不会系，又不敢找人帮

忙，便大哭起来。

我带她到办公室，帮她擦干眼泪，系

好鞋带。

我拿出纸和笔：“梦梦，你的眼泪告

诉老师你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你能把它

画出来吗？”

没一会儿，梦梦画好了，递给我，画上

有大人也有小孩。她说：“遇到困难，我可

以先自己试一试，还可以找大人帮忙。”

我竖起大拇指：“你找到了两个非常

棒的方法。我们把它也做成书签，遇到

困难的时候用来帮助自己，好吗？”

在我俩的合作下，一张“钙味”书签

出炉了。梦梦看着自己亲手绘制的书

签，嘴角含笑。

我指着第二条，微笑着问她：“那你

应该怎么做呢？”

她怯生生地说：“老师，我不会系鞋

带，您能教教我吗？”

我鼓励她大声再说一遍，然后愉快

地答应了。

当梦梦亲手把鞋带打成漂亮的蝴

蝶结时，她流露出的眼神别提有多欣

喜了。

我为梦梦设计了“呜呜鸟”反向打卡

记录单，记录每一次哭泣行为的应对，包

括“他人帮助”“自我控制”“无法控制”3

种情况。经过几周的反复练习，梦梦哭

泣的次数和时间不断减少。

与此同时，“多味”书签还在全班得

到推广，被学生运用到不同的场景中。

从幼儿园到小学，需要面对学习方

式和学习环境的巨大变化。但像梦梦

这样频繁地哭泣，是比较特殊的现象，

它的背后是和父母陪伴一起缺失的安

全感，是爷爷奶奶包办和宠溺导致的习

得性无助。我经过深入分析，决定从提

升梦梦的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入手，用

梦梦喜欢的书签，尊重她的成长节奏，

给予她爱和能量，让她直面自己的情

绪，审视自己的行为，从而拥有积极应

对的内在力量。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菱湖校区 余 燕

星期一一大早就收到

小杨妈妈发来的短信，说孩

子一上学身体就不舒服，去

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没啥毛

病。问小杨原因，她一直

不吱声。

这个学期以来，小杨请

假的次数比较多。我专门给

她建了个钉钉群，把相关微

课发在群里，让她在养病期

间继续学习。

但后来发现，小杨没有

按照要求学习微课并完成作

业；据家长反映，她有时候会

借着学微课用手机玩游戏。

这样一来，请一次假，学业就

落下一次。每次结束病假返

校，小杨都会有一定的抵触

情绪。

我猜想，她不愿意上学，

不是因为厌学，而是担心各

科教师给她补课、催交作业。

上周小杨又是病假，学

业肯定又落下很多。我马上

打电话和小杨妈妈沟通，让

孩子来学校找我。

我见到小杨时，她整个

人显得比较疲惫，时不时地

打哈欠。她也意识到自己的

状态不对，不好意思地说这

几天睡得比较迟。

当我问及是否因为补作

业睡得迟时，她摇摇头后就

不再说话。

想着她本来就是不愿意来上学的，我既

没有当面说出她半夜玩手机游戏的事实，也

没有继续追问作业的完成情况，只是轻描淡

写地说：“只要调整一下作息时间，晚上9点

前睡，第二天精神就会好。落下的作业不用

太担心，可以慢慢补的。”

她微微抬起头，似乎轻松了许多。

我表示想看看她各科的作业本。她显得

比较抵触，只说：“都没做。”

我安慰道：“都没做也没关系，我们一起

看一下，补完这些作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当她看出我并不是为了责备她，才把书

包拿过来。

我跟她一起检查，她负责把没有完成的

作业逐一记录下来，包括作业类型和页码。

在梳理中发现，她不仅请假期间有作业没完

成，一些课堂作业也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的错

题没有订正。

面对满满一页清单，她的表情很复杂。

我提议组建一个“好友帮扶团”，为她答

疑，成员由小杨自己从同学中选择。经过这样

的安排，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神情轻松了不少。

每天放学前，我都跟小杨对照计划表，盘

点一天下来补上的作业。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我就顺便讲解给她听。

我教的是语文学科，每当我给小杨讲解

数学、英语和科学时，她都会表现得很惊讶。

我说：“为了更好地帮你完成作业，我复

习了其他学科的内容。不过，我讲的肯定不

如其他老师清楚，你不懂可以再去请教其他

老师。”

经我这么一说，她在听我讲解其他学科

时，听得更认真了，而且也都能听懂。更重要

的是，在此期间，小杨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来

上学。

每当周五放学时间，我就把小杨的家长

请到学校旁听，学习怎样关注孩子的作业完

成情况。

3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小杨开心地来

到办公室，告诉我她把所有的作业都补完了。

看着她如释重负后露出的笑容，我真替

她高兴。我不仅表扬了她，还把帮助过她的

学生请来，让他们说说小杨在补作业过程中

有哪些优点。

“她学得很主动。”“她很有礼貌，我很乐

意帮她。”“她听得很认真，有不懂的地方马上

就会问。”……小杨听着同学们的当面肯定，

腼腆地笑着。

我问她能否对这3个星期的经历尝试着

写一点自己的感受，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她的家校

练习本里就夹着一张作文纸，上面有一篇

700字的文章《遇见我的人生导师》，篇幅超

出她之前写过的所有作文。

作文中，小杨表达了几个“想不到”：想不

到我能及时地发现她精神状态异常，想不到

我会跟她一起制定补作业的计划，想不到

我会把同学找来一起帮她，想不到同学们

讲解时会那么耐心，想不到我能够解决不

同学科的问题。最后，她写道：每次请假结

束回学校最怕老师催交作业，常常因为担

心补不完作业不敢来上学，没想到余老师却

说作业可以慢慢补。

每当遇到学生欠作业时，教师最直接

的反应就是催学生尽快补完，但这种急于

求成的心态或许会吓到学生。适当放慢速

度、降低要求，并提供帮扶，我们看到的就

不会是学生和家长的愁容，而是轻松释然

的笑容。

能尝出味道的心理书签

●点评：
这个案例利用“苦味”“甜味”“咸味”“钙味”等不同类型的书签作为德育

载体，让学生梦梦通过倾诉需求、获得陪伴、调节情绪、自立自强4个方面促进

自身的成长。首先，是从现象观察到深层剖析的转变。教师注意到梦梦频繁

哭泣，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因为入学适应问题。通过与幼儿园教师和家长的

深入沟通后，发现梦梦的安全感缺失和习得性无助。这种不满足于表面现象

而深入探究根本原因的态度展现了教师的专业素养，也为后续采取针对性教

育措施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从单一策略向多元方法的拓展。起初，教师仅利

用梦梦对书签的喜爱作为教育手段；后来，则发展出一系列综合性的干预措

施。例如：“甜味”书签不只限于个人层面，还联合了家庭成员、其他学科教师

乃至同学的力量，共同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网络；“咸味”书签则结合了

绘本故事教学法与“神奇不哭咒语”，帮助学生学会情绪管理技巧；而“钙味”

书签则与一种名为“反向打卡”的活动相结合，旨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激发他们的竞争意识。最后，是从个体

成长到班级影响的扩展。随着针对梦梦的

一系列努力取得了成效，制作“多味”书签

逐渐成了班上的一种流行趋势。越来越多

的学生开始受到启发，学会了如何自我激

励、面对挑战。这种影响从个体延伸至整

个班级，体现了个体教育成果在集体环境

中的良好辐射效应。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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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蹲着拥抱学生

近日，湖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开展“菜市
计划，小鬼当家”项目式体验活动。幼儿们自
己制定购物清单，走进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询问菜价，采购食材，在与商贩的交流中学习
社交技巧，学会规划与决策。

（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