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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迭唱声绕梁六音迭唱声绕梁

2024年12月27日，在温州森马协和学校高中
部举行的冬季音乐会上，6名高二学生将《六个王后》
这部百老汇作品进行了“爆改”并重新演绎。对话古
今，融合中西，呈现出当代中学生的舞台风采。

（本报通讯员 潘婷婷 摄）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小学
朱佩如

阳光和煦地照在正在读书的睿睿

和其他学生身上，这样和谐的画面很难

让我再想起睿睿刚刚入学时的样子。

那是一年级开学没多久，课间走

廊上突然传来一声大叫。紧接着，好

几个学生跑到我面前七嘴八舌地报

告：“老师，睿睿掰人手指。”

我连忙跑到事发地。原来玩游戏

的时候睿睿耍赖，与别人产生了冲突，

情绪失控就去掰对方手指。

安抚周围学生后，我马上跟进教

育，告诉睿睿不能伤害同学，有问题老

师会帮助他们解决。

这件事发生后，我加强了对睿睿

的观察，发现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常

因小事和同学大吵，大声尖叫，踢桌子

泄愤，甚至有伤人的行为。

他就像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

充满不确定的危险。

我马上安排去睿睿家家访，在睿

睿妈妈的絮叨中，我慢慢了解到，“小

火山”喷发不是一两天的事。父母的

繁忙和隔代的溺养是学生情绪管理障

碍的成因。

我能感觉到睿睿妈妈试图改变的

意愿，于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易怒的

男孩》一书，作为礼物送给她，并表示了

对睿睿父母的希望：多花点时间陪伴孩

子，让睿睿多和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

这一天，“小火山”又喷发了。写

作业时，睿睿的前桌转过身来，想偷偷

和他讲话。睿睿不想理会，可前桌继

续烦他，愤怒之下睿睿掐了对方的手。

事后，我将睿睿带到办公室：“睿

睿，我看见小张的手被你掐得都红了，

她一定很痛吧。”

睿睿一听，顿时红了眼，哽咽道：

“老师，我知道掐人不对，可是她一直

烦我，我实在忍不住了。”

看着他自责的样子，我摸摸他的

头，等他的情绪恢复过来，耐心地和他

一起复盘分析，并总结控制情绪的方

法，还把说的话都录了下来。

听着自己的语音，眼眶里含着泪

水的睿睿笑了。

午间，我和全班学生一起讨论情

绪控制问题，引导他们在纸上画了一

座正在喷发的火山。这座火山就代表

发火的自己，而发火就像火山喷发一

样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伤害。

学生们积极地讨论着灭火的方

法，有的说可以去喝杯水，有的说可以

想想开心的事，还有的说可以在心里

从1数到10……

我引导大家想想发火的真正原

因，冷静下来正确表达自己的需求，才

能让活火山变成死火山，重新长树、开

花，只有冷却的岩浆土才能提供更多

的营养物质。研究表明，生长在死火

山附近的植物，会表现出更加茂盛和

美丽的特征。

“想要真正熄灭火山，就得把内部

的岩浆浇灭。”“爱发火的人其实也有

很多优点，但是得变成死火山后才能

体现出来。”大家得出结论，并一起看

着睿睿，笑了。

课后，我邀请睿睿带着他的火山

画再次来到办公室。“如果你能控制住

一次脾气，或者做一件好事，就可以来

我这里，和我分享这件事，我们在火山

口上画一朵鲜花。”我微笑着对睿睿

说，“画10朵鲜花，就可以获得一个小

礼物。等到把火山口画满，我就让爸

爸妈妈满足你的一个愿望。”

睿睿开心得又蹦又跳，看着他信

心满满的样子，我也很欣慰，由衷地希

望他的火山能变得芬芳馥郁。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睿睿发火的

次数明显变少了。正当我以为这势头

会顺利地发展下去，不料，这座“小火

山”却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喷发了。

体育课上，睿睿没有拿稳接力棒，

导致他所在的小队在接力跑比赛中被

淘汰，因此遭到队员们的责备：“你不

应该在比赛时走神啊。”“本来我们可

以赢的。”

一群男生在操场上吵闹、推搡，我

看到便冲过去解围，一边安慰睿睿，一

边在想：原来班里的“小火山”不止一

座啊。

为了防止“小火山”形成“火山

群”，课后我给这个小队的每名队员一

张纸条。给睿睿的纸条写的是：“为什

么队员们要指责你？”给其他队员的问

题则是：“如果你是睿睿，面对这么多

人的指责，心情会怎么样？”

在你一句我一句的回答中，大家

互相理解，冰释前嫌。

后来，我提议在班中组建“解忧小

队”，引导学生自己解决冲突，睿睿也

参与其中。在帮助他人解决冲突的过

程中，学生们越来越明白情绪控制的

重要性，也掌握了很多说服他人的技

巧。睿睿来我这里复盘画花的时候，

每次都讲得头头是道。

睿睿终于画满了他的“火山花

园”，班里的学生一起帮他装饰图画，

现在这幅画就贴在班级图书角。虽然

“小火山”还会时不时喷发，但是次数

已大大减少，而且睿睿再也没有出手

伤过人。

在“火山口”种满鲜花

●点评：
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下保持镇定，在激愤之下保持

清醒，谁才是英雄。发脾气谁都会，但能控制情绪才是一个人的真本事。

学生的不良行为是由生理、心理、家庭教育、环境影响等多方面造成的，本

案例中的睿睿由于情绪管理不佳引发了

许多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教师采用“火

山喷发”这种生动的意象，引导认知发展

水平较低的低年级学生从绘画入手，产生

代入感，从而激发想要解决问题的心愿。

教师不仅在实际教育中不断培养睿睿的

情绪管理能力，还关注到全班的进步，通

过“解忧小队”事事分析，互相影响，实现

个体和集体的共同成长。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
文三街小学 张理想

到了吃点心时间，小

陈气呼呼地走到我身旁告

状：“张老师，小李她霸凌

我，让我把课间点心送给

她吃。”

听到“霸凌”这个词，

我愣了一下，追问是怎么

一回事。

“我有些数学题不会

做，请小李教我，可她的条

件是教一道题要用一份点

心交换。我答应了，可今天

我自己想吃，她坚决不肯，

还说我欠了她好几份。我

感觉自己被霸凌了。”小陈

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既震惊又生气：光

天化日之下，三年级学生

竟然霸凌同学，这胆子也

忒大了吧？

可是经过调查，我发现

这是一起“罗生门案件”。

小李的陈述是：“用点

心交换教数学题是小陈自

己提出的，而且他提出的时

候我也没想着吃他的点

心。可他问我的问题实在

有点多，我觉得有点烦，就

每天向他要点心，相当于索

取酬劳。”

我又问了坐在他俩周

围的学生，他们陈述：“小陈

数学成绩不太好，很多题目

都不会做，平时也向我们求

教，也抄我们的作业。但我

们有时候想玩，没空教他。

小李愿意教，小陈就主动提

出用点心交换。”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再

去问小陈。小陈说出了真

相：“自己不会的题目越来越多，欠小李

的点心也越来越多。妈妈每天下班很

迟，家里吃晚饭很晚，我经常感到肚子

饿，又不敢跟妈妈说，怕妈妈难过。就想

通过向老师告状，让老师来帮我解决这

个问题。”

事实终于搞清了，小陈居然撒谎冤

枉同学。从他低垂的脑袋和下沉的声

线，可以判断他内心很纠结，知道自己这

么做不对。

小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学学习

有困难，我帮助他是好事。他提出用点

心交换，我可以拒绝的。”于是，我没有再

批评她。

我把小陈叫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

他自己捋一捋，有哪些地方是做错的。

通过交流，小陈认识到冤枉帮助自己的

同桌，这不地道；还向家人和教师隐瞒，

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

“你知道自己做傻事的原因吗？”

我问。

“因为我害怕。”

“害怕什么呢？”

“怕妈妈知道我学习差，还怕妈妈知

道我每天饿肚子。”

“你看，你多聪明，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就把事情捋顺了。你真的差吗？老师

可不这么认为哦。”

小陈静静地看着我，好久没有说话。

我趁热打铁：“咱们再找找自己的

优点，好吗？你看，你遇到不懂的题，就

会主动请教同学，想办法去搞懂，说明

了什么？”

“说明我遇到问题会想办法。”

“对呀，说明你爱学习、会思考呀。

还有呢？”

在我的引导下，小陈又罗列了3点：

愿意用点心交换，说明自己有感恩的心；

不想让妈妈担心，是因为爱妈妈，有孝

心；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是勇敢

的表现。

小陈慢慢地把自信心找回来了。我

继续和他讨论解决方案，决定：一要向同

桌真诚地道歉，并表示感谢；二要向家人

求助，补上欠缺的知识点；三要积极向老

师请教，当然也可以继续向同学请教；四

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相信爸爸妈

妈、老师、同学都是非常爱自己的。

一向老实甚至有点懦弱的小陈，平

时说话细声细气像个女生，有时被同学

欺负也总是忍气吞声，今天的行为却着

实令人吃惊。

小陈对同学的定性“霸凌”当然有问

题，但他为了不让妈妈担心难过，竟不惜

犯下大错，至少显示了学生心中的爱，爱

的力量真的无比强大。

我个人觉得，同学之间很多生活中

的小摩擦，一开始并不存在主观恶意，教

师要看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帮助他们

建立自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桐乡市振西小学 盛晓丽

“感谢盛老师，感谢您帮我修改作

文，感谢您对我的辛勤培养。”听着小

龚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语，我

明白了何谓教育初心。

小龚是我三年级接班时遇到的一

个学生，敏感而脆弱，动不动就掀翻桌

子，冲到顶楼声嘶力竭地大喊。

据了解，小龚父母的工作需要每

天12小时轮流倒班，他们无暇顾及孩

子的学习，只能给他报校外托管班。

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小龚有了

厌学情绪，书写潦草，甚至到了无法识

别的地步；作业拖拉，并通过发脾气来

抗拒催收作业。

刚开始，作为新接班的班主任，我

也是深感无力。上课我一转身，他就

将作业本搁置一边，低头看课外书；我

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书写，他故意写出

令人抓狂的字；直到放学前，只要我不

催，他从来不主动交作业；我一旦动

怒，他要么蜗牛般应和，要么一哭二闹

上楼顶，让我不知如何收场。

我总想着改变这块“顽石”，可现

实很骨感。倒是学生们见惯不怪，反

而安慰我：“老师，您不用理他，他就这

德行，哭过闹过就没事了。”

看来我是撼动不了眼前这座大山

了，渐渐听之任之，想着放过他也是放

过我自己。

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在一次日

常的课堂作业巡查中，我无意中发现，

他的书写习惯有问题：看一笔写一笔，

笔画如火柴棒般堆积。

汉字的书写建立在结构部件的组

合上，而他却是在分拆每一个基本笔

画，这样零散地拼凑根本记不住字形，

不仅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学习效率

低下。只要他稍一分神，不是多横就

是漏点，作业拖拉也就在所难免。

这偶然的发现，对我来说不亚于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于是，每节语文课，书写指导成了

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我眼皮子底

下，学生们写的字笔画规范、笔顺正

确、结构匀称，比平时端正漂亮多了。

小龚也因此第一次受到我的表

扬，我让他拿自己以前写的字和现在

的对比，感受自己的进步。这招果然

见效，让这个很少受到关注的学生倍

感温暖。

此后，在教学上，我对小龚特别关

照，引导他从整体到局部去关注每一

个字。慢慢地，他的书写能让我看懂

了，作业的正确率也有所提高。

小龚偶尔会在课堂上冒出一两句

经典话语，我会抓住这一契机赞美：

“小龚爱阅读，肚子里还是有点货的。”

爱阅读的学生都有一颗进取心。

一直听的是批评，难得听到肯定的评

价，小龚的内心一定是有所触动的。

不知不觉，小龚上课能专心听讲

了，课堂作业本也能按时交了，性情也

变得平和了很多，很少再发脾气泄愤。

毕业前夕，我准备编一本班级习

作集《童年时光》，收录每个学生的习

作不少于一篇。

“你要不要把作文放进去？”我问

小龚。

“肯定要的。”小龚不假思索地

回答。

两天后，小龚将一篇洋洋洒洒近

千字的习作交给我，内容具体，注重描

写。经过修改，我帮他将这篇文章推

荐发表在“原创作文”公众号上。

透过小龚的成长历程，我发现：教

育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教学生把

字写好，把书读透，然后秉持初心，静

等花开。

语文学习始于学字

有
缺
点
，就
一
定
有
优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