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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载梦方寸载梦
犹聆鹤鸣犹聆鹤鸣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叶 洋

安静的课堂上，有一个角落总

是传来奇怪的声音：小金属片掉落

的叮当声、小机械咬合的咔嗒声、

弹簧振动的嗡嗡声、铰链转动的咯

吱声……

这个时候，说明学生小吕面对一

些较大的压力在低头摆弄着自己的

那些小玩意，甚至用它们捉弄同学。

“叶老师，你去班里看看，地上

全是弹簧。”听到报告，我迅速赶往

教室。一进门，果不其然，只见到处

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弹簧。

小吕的同桌看见我来了，忙站

起来：“老师，小吕今天不知道又发

什么疯，带了这么多的弹簧到学校，

还用弹簧弹同学。”

一时之间，受害者纷纷举手投

诉，有的学生脑袋上红色的印记清

晰可见。

“我就要弹你们，那又怎么样？”

小吕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说着，又

要动手去弹别人。我连忙将他拦

下，安抚学生们的情绪，再把小吕带

到办公室单独谈话。

在办公室里，小吕还是气鼓鼓

的，还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引导他深呼吸，摸摸他的头

说：“小吕，我们先冷静下来，老师可

以帮你。”

一问才知道，原来昨天小吕科

学考试不及格，英语教师又向家长

反映孩子听读糟糕。一气之下，小

吕妈妈威胁要把他的弹簧和小零件

都扔了。

我忽然明白，这是一种信号：小

吕这个“小弹簧”正四处受压，如果

压力过大，外部支持系统濒临坍塌，

弹簧会因此“塑变”——失去弹性，

不可恢复。

“你看，老师知道你喜欢摆弄小

零件，特地给你买了收纳盒。”

小吕的眼神亮了起来：“真的

给我？”

“当然啦，老师十分欣赏你的探

索精神，但请你把弹簧收好，要是能

不影响其他人就更好了。”

小吕点点头，十分开心。

我乘机邀请他担任科学器材管

理员，想以此来培养他的责任心。

小吕兴奋了一下，眼神又黯淡

了下去：“算了吧。我做不好的。”

“千万别这么说，老师相信你一

定能做好。可能你需要一点小办

法，比如列一个表格，把每节课需要

哪些器材和数量都写清楚。如果还

有问题，随时可以来问老师哦。”

当晚，在家访过程中我意识到，

父母是小吕的另一个压力来源，他

们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话语间常

常充满胁迫。

于是，我给小吕的家长提供指

导：希望他们鼓励孩子发展爱好，平

时多陪伴孩子，以拉近和孩子的距

离，调节孩子的情绪。

当然，我也和任课教师进行沟

通交流，希望他们对小吕更加包容，

给小吕一点时间，让这个“小弹簧”

恢复弹性。

这一次大家的合力似乎奏效

了，遍地的弹簧消失了。更让我高

兴的是，得益于器材管理员这个职

务，小吕的上课状态也有了起色。

当我觉得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

向发展时，这个“小弹簧”却利用职

务之便，随意拆掉实验室里的弹簧

秤，一时之间又成为众矢之的。

我找到他，他对我说：“我就是

想探索一下又怎样？”

看着满屋子七零八落的零件，

我想，这次务必要让他意识到规则

的重要性，便给他安排任务：请他把

拆掉的10把弹簧秤复原。

小吕二话没说，马上着手操作。

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

可弹簧秤的部件依然七零八落，小

吕急得抓耳挠腮，拿着说明书翻来

翻去。

最后，他发现有一个齿条的螺

丝在上紧的同时，又需要和前面的

指针固定在一起，才能使两者能够

协同运作。他一个人只有一双手，

必须和他人合作才可以完成。

我没有出手帮他打下手，而是

认准了：这是一个增进小吕和同伴

关系的好契机。

趁小吕还在硬着头皮组装时，

我去班里找些学生帮忙。令我意外

的是，许多学生都想去帮助他，也许

是觉得他最近管理员当得不错，也

许是自己也想一展身手。

“小吕，我们来帮你。”在几个同

学的帮助下，小吕花了半个小时也

没有搞定的弹簧秤，一下子就复原

如初了。

等学生们散去，我让小吕谈谈

感受。

“我不应该随意拆掉仪器，组装

起来比拆掉费劲多了。”小吕腼腆地

笑了。

我还引导他对同伴的帮助产生

感谢之情，并反思自己之前毫无顾

忌地影响别人的行为。

与此同时，我灵机一动，何不制

定一张“行为弹力表”呢？于是，我和

他一起设计每天有哪些行为表现需

要测评。他十分感兴趣，一项一项地

和我商量着，表格做好后一天一天地

坚持着。

“小弹簧”的韧劲在不断磨炼，

“弹力值”在不断增加。现在，小吕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也越来越

阳光、开朗。

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小吕经

常帮助同学修理物品，或完成一些

小制作。在学校科技节期间，小吕

开动脑筋，带动全班用废铁钉、弹簧

和陶瓷制作了一个艺术装置，表现

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会场景。后来，

这个创新的作品在杭州市中小学生

文化艺术节中获得一等奖。

作为班主任，我觉得，班里的每

个学生都是一根独一无二的“小弹

簧”。有时，我们要适当施压，增强

学生的抗挫性；有时，我们要巧借外

力，因时、因地、因人，应机权变，成

就学生的无限可能。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
龚琴娟

期末季是许多学校要求班主任

落实家访工作的重要节点，但一些

教师心里满是困惑：“明明电话、微

信沟通很方便，每天家长接送孩子

的时候也可以和他们交流，为什么

还要家访呢？”

我亲历的一件事告诉我，家访

的意义或许在于多一种走近学生的

可能。

小Q上学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厌学情绪，家长每天被送孩子上学

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

学校领导和心理教师迅速介入，

但看不出小Q有任何问题。她自己

也表示，不存在教师体罚或者变相体

罚的情况，与同学关系也正常。

班主任推测，小Q请了几次病

假，在家养病那几天可以畅快地玩

手机，而回校后学业上有点吃力。

这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

但小Q父母提出：小Q之前上

学都好好的，会不会是换了新教师

的缘故？

家校沟通已然出现裂痕。但教

师们每次看到小Q来上学，都会上

前安抚。不料有一天，小Q在言谈

中多次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这让

大家都愣住了，觉得已经超出教师

能解决的范畴。

学校建议小Q家长带孩子去看

心理医生。但在这之后，小Q来不

来上学就完全看心情，基本上处于

持续请假状态。而我了解到，家长

并没有带孩子去看医生。

作为这个班的美术教师，每次上

课时我都会留意小Q是否来上学。经

过观察发现，她偶尔来上学的时候，表

现非常普通，学业上也有点吃力，确实

是那种容易被忽略的“小透明”。

转眼到了期末，学校要求教师

全员参与家访工作，还要拍摄家访

照片上传留痕。

我跟着班主任去小Q家。家访

期间，她一直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家访结束，我们正要离开时，我忽

然想起来还要拍照。班主任喊小Q来

帮忙。小Q笑容满面、蹦蹦跳跳地出

来，用班主任的手机帮我们拍照。

我灵光一现：“小Q，你长得这

么好看，照片上一定更好看。老师

拍照可厉害了，作品都能上报纸。

下学期你要是能来上学，老师给你

拍靓照，冲印出来送给你……”

小Q被我一通“忽悠”，竟然连

连点头，愉快地答应了。

新学期开学前，我忐忑极了，不

知道过了一个假期，小Q是否还记

得这个约定。

我特意让班主任提前与小Q家

长沟通，请他们提醒小Q，等着她来

上学给她拍照呢。

报到那天，我早早拿着相机在

校门口等候，为小Q拍下了新学期

的第一张照片。

此后，我又为她拍了上课照、活

动照等。按照我们的约定，小Q连

续5天按时上学，我就会给她拍一张

照片。

第一个月，她因为生病请了一

天假，还有两次迟了一节课才来。

虽然不能算全勤，但跟上学期相比

可算是巨大的进步了。

在美术课上，我如约郑重地奖

励她照片；此后，又乘胜追击，让她

当美术小助手，负责检查物品整理

情况、给组里加分等。每次批改她

的作业，我都会特意鼓励几句。

她终于不再请假了。我问她之

前不来上学的原因，她不说。我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过往，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回想小Q这一学期的改变，我

不知道自己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

用，也不知道下学期她是否还会有

波动。但一次家访让我在无意中找

到小Q的一个兴趣点，为化解她的

上学焦虑打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每一次家

访都会有所收获，但是每一次家访

都在为教育学生提供一种可能，都

在表达我们对家校合作、携手共育

的美好期待。

□磐安县新渥街道新渥小学
陈宇菊

“我站在这里等很久了，你还说我，

我不演了！”扮演鲁肃的阿俊狠狠地把

剧本甩到地上，双眼通红地盯着我。

难道曾经治愈的“吼病”会像暗藏

的炸弹一样爆发？我抿着嘴安静地看

着他。

三年级的时候，阿俊在科学课上朝

着科学教师吼：“我不喜欢你，我不要听

你的课！”

作为班主任的我在课后找到他：

“阿俊，我记得你说过很喜欢研究魔术，

怎么会在充满奇妙的科学课上违反纪

律呢？”

“我不是故意违反纪律的！”小小的

人朝我吼道。

“哦，事出有因，让我想想。‘我不

喜欢你，我不要听你的课。’老师学得

像不像？”

阿俊拿眼角瞅着我。

“科学老师人长得帅，上课又温柔

风趣，大家都很喜欢他。我记得你之前

是喜欢他的，为什么现在不喜欢了呢？”

“他只知道表扬女生。我们男生也

很认真，却被他批评。”

“原来你在为男生打抱不平呢。

观察实验过程肯定很令人开心、激

动，你们男生是不是忍不住大声说起

话来？”

“嗯。”阿俊无言以对，转过头来

看我。

“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到与课堂内容无关的事

情上了。”

“嗯。”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把上个星期的事记得那

么清楚。现在你来当判官，评判一下，男生是在整个

过程中都认真，还是只有一半时间认真？”

“一半时间。”

聪明的阿俊把事情原委理清，主动向我，后来也

向科学教师道歉了。

四年级的时候，阿俊被推选为小组长，一直担任

至今——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学校将要举办“六一”

班级节目会演，学生们热情高涨，筹划了课本剧《草

船借箭》。

阿俊“过五关斩六将”，通过海选顺利晋级，成功

担任鲁肃一角。

时间紧，任务重。与家长协商后，我们把排练时

间定在每天下午放学后的一个小时。经过一周的紧

张排练，这周我想着让节目精益求精，于是不断进行

局部调整，小演员们也忙个不停。

这边我终于敲定“六百士兵”的动作整改，随即

喊一句：“下一场，准备！”那边竟然毫无动静，“鲁肃”

“诸葛亮”“周瑜”都不见身影。

“人呢？在干什么？”想到所有节目周五就要走

台，我心里一急，音量不由自主地高了不知几个八

度。结果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阿俊马上朝我“回吼”。

三年后又开始吼了？我盯了一下他，身高接近

一米七的阿俊，明显比我高了半个头。我又用目光

扫过每一个参演学生，脑海里各种思绪在翻滚。

“排练到今天，竟然有人说不想演了？这个节目

不少你一个人，随时欢送。只是你要想清楚，怎么面

对当时同学们的一张张选票，怎么面对你背的那一

句句台词，怎么面对准备好的服装待在灰暗的角落，

怎么面对家长的满心希望落空，怎么面对你勇猛的

‘三国战友’。你们所说的‘同舟共济’‘共举大事’成

了什么！还有哪一位要半途而废、退出表演的，马上

告诉我，都请自便！”

快刀斩乱麻，你吼我也吼，我吼得比他们响，声

音、道理都比他们足，立马镇住了这群半大小子。

包括阿俊在内的三个主角，默默地走了过来。

排练再次开始。

排练结束后，我招招手，让阿俊先别急着回家，

问他：“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比一下谁的‘吼功’更好？”

“不要。”

“刚才老师朝你吼，现在想来不是很恰当，可能

有更好的交流方式。我觉得你现在不是一个半途而

废的人，而且后半场演得很好。我很想知道，你为什

么朝老师吼，还扔剧本？现在老师心平气和，想听你

说说看。”

“你冤枉我没有候场，我就生气。”

“我认为你当时确实没有在候场。我喊‘下一

场，准备’，等了好几秒都没有人，扭头看到你们三个

凑在一块儿说话。我已经很累了，你们却玩得开心，

你说我要不要生气。”

“我没有和他们说话，我在一旁等着，看到他们

两个一直在讲话，还在笑。我很好奇，刚凑过去，就

听见你在喊。”

“当时参加海选时，你对鲁肃的看法是什么来着？”

“鲁肃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是的，鲁肃和诸葛亮、周瑜不一样，他善解人

意。你和他们两个也不一样，会等待。我们之间有点

时空上的误解，没有‘善解人意’，没有理解对方，引爆

了情绪。那好，我们不比吼功。老师向你说声抱歉。”

“没关系，我也应该向老师道歉。”

“来，让我和帅气的鲁肃握手言和。”

学生有情绪不稳定的现象在所难免，在青春期

表现得尤为明显。“吼”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心思细

腻、独立思考的学生。面对阿俊的第二次“吼”，我情

急之中采用了“对吼”的方式，在以势夺人之后冷静

下来，以理服人，随即逐步降温，与他握手言和。

作为班主任，要用教育的眼光去理解学生行为

背后的情感需求，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保持沉默，知道

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平等交流，在“疏”与“堵”之间寻

求最优解，学会将危机转化为教育的契机。

转机出现在家访结束之际

从
吼
叫
到
握
手

●点评：
这篇育人故事以弹簧为喻，生动展现班主任工作的智慧。面对行

为失范的学生，叶洋老师没有简单批评，而是像对待弹簧一样——先减

压，再赋能。当小吕因学业压力和家庭威胁而“失去弹性”时，教师用收

纳盒、科学管理员职务拉近距离；当他行为失控时，又通过复原弹簧秤

的任务让他体验规则与合作的重要性。教育亮点在于：巧用兴趣引导行

为——以科学实验为切入点，变“捣乱”为责任；家校合力调整压力——

指导家长减少威胁，用陪伴替代压迫；

同伴互助促进成长——借助学生帮

助，让小吕学会珍惜关系。叶洋老师

的做法提醒我们：教育不是硬掰，而是

找到学生的“弹性点”——该松时给支

持，该紧时立规矩，最终让每个学生都

“能屈能伸”，绽放自己的光彩。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小弹簧”变形记

近日，慈溪市碧海学校为一、二年级学
生精心策划了“小海星·成长记”期末游园活
动，以趣味实践替代传统纸笔测试，通过四
重闯关任务，以星级兑换“海星贝”。图为活
动结束时，所有学生将学期收获写在彩纸
上，亲手折成千纸鹤粘贴于“小海星慧成长”
展板，并与伙伴合影，定格成长印记。

（本报通讯员 励 娜 岑梦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