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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拿捏拿捏””

为让非遗文化浸润校园，杭州市萧山区戴村
镇中心小学将3月份学生活动主题定为“非遗活
动月”。学校将许多非遗项目引入校园，让非遗
传承人与学生面对面。糖画、剪纸、拓印、面塑、
金箔画……学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开阔眼
界，收获满满。图为学生在观看面塑表演。

（本报通讯员 罗志国 葛月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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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中学 金舒妮

“运动会之后，和班里的男生、女

生处得都挺好的吧？”我暗戳戳地点

了一下小苏。

“老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和小季

在谈恋爱？”小苏难为情地低下头。

我震惊万分。小季明明说小苏

暗恋她，怎么在小苏嘴里成了他们在

一起谈恋爱了？

少年的爱恋像划过天际的烟

花，在青春的画卷上瞬间绽放。早

恋，是青春期的一个敏感话题，虽然

不是洪水猛兽，但会影响学习是不

争的事实。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事

与愿违。

我沉住气，听小苏把事情“全招”了。

运动会期间，小苏对小季心生好

感，便向小季表白，小季也接受了小

苏。但返校之后，小季对小苏不冷

不热，这让陷入“热恋”的小苏摸不着

头脑。

“你喜欢小季什么呢？”我问。

小苏想了好一会儿，害羞地回答：

“我喜欢她开朗的笑容，我喜欢她努力

认真，我还喜欢她长得漂亮……”

“咱们班有好多开朗、努力、漂亮

的女孩，你为什么不喜欢她们，只喜

欢小季呢？换言之，如果没有小季，

你会喜欢她们吗？”

小苏一下子被我问住了，挠挠

头，支支吾吾地说：“这是一种感觉，

我只喜欢她。”

少年爱恋的烟花是充满变化、极

不稳定的，他们往往欠缺处理人际关

系的技巧，关系一般都难以持久，甚

至会给双方的心理带来伤害。

“你向往的感情是怎样的呢？”

“双向奔赴。”这一次他不假思索。

“很好，那你觉得这段感情是双

向奔赴的吗？”

小苏耷拉着脑袋。

我劝慰小苏，何不给自己三年的

时间来考验这份感情，只有经过时间

的历练，说出“我只喜欢她”才能更有

力度。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你应该知道，高中三年时间和精力的

宝贵。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人生，

怎么能保证她的？”

小苏愣了一愣，点头回应。

把小苏这头的烟火星子掐灭之

后，接下来是小季。我默默观察了她

几天，被她发觉，她主动来办公室来

向我坦白。

小季是留守儿童，父母对她关心

较少，对于小苏突如其来的告白，小

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她分不

清是感动还是喜欢，就答应了小苏。

但一回到学校，她就发现自己无法集

中精力学习，于是恢复了理智，向小

季提出分手。

但此时的小苏已经无法按捺情

感，拒绝了小季的分手请求。

因为情绪的不稳定、心智的不成

熟，少年懵懂的爱恋就像烟花般闪

现，最终都会陨落。

我第一时间给小季妈妈打了电

话。在电话里，小季说的情况得到了

证实。小季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加

之去年有了二胎，对小季的关心少之

又少。这次电话家访对小季妈妈触

动很大，之后直到现在，每晚她都会

和小季通话，聊学习与生活。

作为班主任，我深知只有从内心

打动学生的教育才能扎根。然而，在

高中阶段还会有很多个“小苏”和“小

季”，他们往往情不知所起，也不懂什

么是爱，更无法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感

情，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分寸。

早恋的烟花已然绽放，这份悸动

无法阻止，这敏感话题也无法回避。

于是乎，我选择开一场特别的班会课

来引发学生思考。

班会课主题为“如何才算爱一个

人”。课上，我播放了关于这一主题

的辩论赛视频，学生们渐渐地卸下防

备，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小组讨论。

汇报环节，每个小组派代表将观

点写在黑板上：“坚贞不渝”“无怨无

悔为对方付出”“能够包容和接纳他

的所有”“为对方着想，呵护他，保护

他”“互相尊重理解，共同进步”……

不一会儿黑板上写满了。

最后一个小组的代表正好是小

季，她忐忐忑忑地走上讲台，写下：

“自爱也是爱的一种方式。”

当我的目光落在小苏身上时，他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接着，我让学生们针对黑板上的

观点继续思考，如果对某观点持反对

意见，可以上台说出理由，并将观点

擦去。

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包

容和接纳他的所有是不对的，当对方

挑战你的底线时，如果你还包容那就

太没有尊严了。”

“还有吗？”我笑着邀请，学生们

纷纷上台分享。最后，黑板上只剩

下“爱是双向奔赴”“互相尊重理解，

共同进步”“自爱”这三个观点。通

过思辨式讨论，学生们似乎了解了

爱的真谛。

班会课之后，小季和小苏恢复了

往日轻松自在的同学关系，各自在期

中考试中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那蹿升、绽放又滑落的烟花

□朱永春

我读大学时，是上世纪80年代

后期，也是诗歌的繁盛期。读物理专

业的我，也沉醉在诗的世界里。除了

国内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也爱读狄

兰·托马斯、马雅可夫斯基和金斯堡

等国外诗人的诗集。为此，在我的毕

业纪念册上，同学们除尊称我为“疯

子”外，也有不少人给我冠以“诗人”

的称号。

我的“诗作”非常高产也非常短

命。每天吃完晚饭回教室，我都会信

手在黑板上写满一串串诗句，然后被

值日生擦个一干二净。刚开始，同学

们觉得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毫无诗

意和美感。慢慢地，他们开始认可甚

至欣赏，或许是物理专业的诗歌鉴赏

能力确实在提高，或许只是因为我在

诗歌大赛中获奖了……

许多年之后，我这个“校园诗人”

成了中学里的一名班主任，很多人觉

得这是一个苦差事，唯恐避之不及；

但我竟不觉得苦，倒觉得十分有趣，

甚至不乏几分诗意。

班主任绕不过去的一项挑战是

搞好班级的卫生工作。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民

和新居民家庭，父母忙于生计，疏于

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

其实，卫生状况能够影响情绪，

不良的卫生习惯很容易酝酿出不良

情绪，比如到处丢弃的废纸，会污染

环境，也破坏好心情。

好在情况有变化。那天是一个

星期三的下午，我有一节班会课。

我寻思最近班级运转一切顺畅，

想调班会课挪作他用。因为众弟子

终日在教室里埋头用功，我想给大家

放个风。

但学校政教处对班会课的开展

盯得很紧，我这么做会有违规的风

险。于是，我搞了个“你扔我捡”的小

组竞赛活动，属于劳动教育、环保教

育，这样就师出有名了。

我给全班学生分组分区，让他

们去学校的各个角落捡垃圾，借此

沐浴一下明媚的春光，呼吸一下新

鲜的空气。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下课前，学生们按时回到教室，还拖

着或抬着一袋袋垃圾。

我按照事先定下的评分规则，根

据每个组获得的“战利品”多寡评出

名次。活动总结时，我指着那些鼓鼓

囊囊的袋子问：“今天才发现，原来咱

们的校园里被扔了那么多垃圾，请问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扔的？”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辩解：“朱老

师，我们班的同学素质那么高，绝对

没人会乱丢垃圾的。”

“肯定是其他班级的一些低素质

的同学扔的。”小施提醒我。

我笑眯眯地问道：“今天你们组

获得第一名，凭的是什么？”

小施想也不想就回答说：“凭我

们组捡到的垃圾最多。”

我把头摇成拨浪鼓。

学生们见状，无不露出惊讶和疑

惑的神情。

我心里越发乐了，继续一本正经

地说：“不错，你们组得了第一名，可

不是因为你们捡的垃圾最多哦。事

实上，你们各小组今天并没捡到任何

垃圾。”

学生们见我在讲台上睁眼说瞎

话，都面面相觑，不解中夹杂着担心：

咱们班主任这是怎么啦？

我说：“刚才小施说垃圾是低素

质的同学丢的，我觉得需要改一下说

法。应该说，丢垃圾的人其实是在丢

掉自己的素质，所以他们的素质才越

来越低下。所以，你们明白了吧，为

什么朱老师平时见到丢在地上的废

纸总是乐呵呵地捡起来？小施，请再

回答一下我前面的问题，你们组获得

第一名是因为什么？”

小施站直身体，骄傲地大声回答

道：“因为我们组今天捡到的素质最

多，我们获得的素质最高。”

我点点头，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

想法：既然我们已经把捡垃圾活动的

审美升级了，何不继续推进呢？恍惚

之间，大学时的“诗人体质”又回到了

我身上。我想起雅克·普列维尔的一

首诗《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

在冬日曚昽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

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同学们，今天你们在哪里捡的

垃圾？”

“在学校里。”

“学校在哪个镇？”

“濮院镇。”

“濮院镇属于哪个省？”

“浙江省。”

“浙江省属于哪个国家？”

“中国。”

“中国在哪个星球？”

“地球。”

诗人附身的我感慨道：“是的，同

学们，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叫作地球的

星球上捡垃圾。而且，就因为我们这

一节课的劳动，这颗美丽的星球变得

更干净更美丽了。老师真心谢谢你

们。你们在我心中是一个个可爱的

宇宙环保小卫士。”

丢掉的是垃圾，捡起的是素质 □杭州第十四中学
附属学校 叶丽君

春日的校园弥漫

着玉兰花香，但707班

的教室里却笼罩着淡

淡愁云。

继去年校运动会

团体总分憾失冠军后，

今年卫冕篮球赛冠军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我班绝对主力小J

要备战区跳远比赛，这

意味剩下的队员必须

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在首次队内会议

上，我捕捉到队员眼中

的迷茫。这支曾所向

披靡的队伍突然失去

“王牌”，就像折翼的雄

鹰在失意地徘徊。

“还记得去年夺冠

时，我们为小J的压哨

三分球欢呼的场景

吗？”我一边展开战术

板一边分析，“但要想

获得胜利，应该让每个

位置都成为得分点。”

体育委员小L马上

明白了我的意思：“老

师，我们不是一个人的

队伍。”

这句话点燃了团

队的斗志。学生们利

用午休时间、体育课和

晚辅前的间隙加强训

练，尽全力提高每一个

队员的技术水平和团

队协作能力。体育教

师在课余时间指导训

练，语文教师带领学生

设计加油口号，后勤教

师也在夜幕降临时主

动亮起球场灯光……

大赛开始了，前面几场班级对决我们

赢得比较轻松，但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

是半决赛的险胜暴露出关键问题：部分队

员在内线不敢对抗，中锋有很多本该得分

的球都没进，这都是因为没有破除过度依

赖无法上场的王牌队员的心理惯性。

数据显示，中锋小M传球率75%，远

高于正常水平。这说明，他将很多机会移

交给了队友，却忘了他自己的进球率其实

也很高。

“你们在害怕什么？”我当头棒喝，将

录像暂停在某个进攻节点，“看，如果在这

个空位果断突破……”

数学课代表突然悟了：“就像解几何

题，辅助线越多反而越容易把问题搞复

杂。队员在场上，该冲时就要冲，不能太

犹豫。”

这个跨学科类比让队员们豁然开朗，

也让他们更加明白信任队友、放手一搏的

重要性。

接下来的训练，队员们更加努力，还

创设了很多新的训练法，如用蒙眼传球培

养默契，用负重对抗增强自信。

决赛当天天气晴朗，上半场比赛下午

3点开始，我方队员要进球的篮筐正对太

阳，阳光刺眼，给队员们又增添了一点心

理压力。

比赛进行得很不顺，上半场对方以身

高优势压制内线，我方中锋屡屡失误，错

失了很多上篮机会，造成双方比分非常接

近、你追我赶，场外加油的学生心情也如

坐过山车。

看着暂时落后的比分，小 J坐不住

了。他借来替补队员的球衣，做好挨骂

的准备想要上场。没想到被刚参加完教

研活动赶回学校的跳远教练看到，制止

住了，并严肃地告知受伤会影响区赛发

挥的风险。

我看到小J在场边焦灼地踱步，也看

到了他的勇气和荣誉感。

中场休息时，我方落后2分。小J马

上用战术板给队员讲解他的破防策略。

下半场我方获得罚球机会，艺术课代

表小F主动请缨：“我每天放学后要练50

个投篮呢。”他眼中的坚毅让人无法拒

绝。篮球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小F为我

们赢得了关键的1分。

终场哨响，记分牌上定格着21∶20的

比分，我班欢声雷动。

我注意到更多细节：小J扶起对方摔

倒球员，两人握手鼓劲；小W主动分享

MVP荣誉，让大家一起拿着奖杯合影；还

有我班的啦啦队员将自制冰袋分发给双

方队员……

“冠军不是奖杯的重量，而是我们托

起彼此的力量。”在赛后的主题班会上，学

生们的话语充满哲思，印证了“五育”并举

的成效。这场胜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自己的王牌。

每
个
人
都
是
王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