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手并非不管，隐身可不是离线。
“翻转”课堂，贵在把时间、空间、问题设计的权利、个性与创造还给学生。“翻转”的不仅是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从宅家

到返校，从关注学生学习到心理建设。“翻转”的也不仅仅是内容，特殊时期，德育课一直在延续。“敬畏与生命”“责任与奉
献”“自律与成长”，关注学生自身发展需求。

“翻转”，还是一种德育教育理念。学生“翻转”了，主题班会提高了学生价值认知、责任担当，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变“被
动”受教育者为“主动”学习者；班主任“翻转”了，角色转变，换位思考，放下了权威的“架子”，由台前转向了幕后，更多让孩子
们自己来；家长也“翻转”了，从育人工作的“配合者”变成了积极“参与者”，和孩子一起成长，共建“学习型家庭”。

如今，教室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很快适应了校园生活。他们在复课后年段适应性考试中，也取得了不错成绩，我
很欣慰。回忆起宅家网课期间的各种小插曲和状况，感恩和感动依旧：真好，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让彼此成长的特殊阶段。

班主任说

教师在线隐身
学生翻转上线
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虞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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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烦恼千千万；班主任，琐事万万
千。一堂德育班会课，每每翻转角色，是孩
子们适应成长，家长们试着改变，还是班主
任学会了放手？

一项优秀的举措，大约就是开启“你好
我好大家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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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线隐身 学生翻转上线

主题班会“翻转角色”
师生家长一起成长

他们的故事
一条任课教师留言

“虞老师，这是你们班（学生）最近上交作业的
情况和作业质量反馈，情况不是很好。个别学生经
常不交作业，我已单独联系过，表面是答应（改）了，
但实际情况依旧不乐观……”

我的探究
德育课堂可“翻转”，甘做陪跑者

任课老师来“告状”，我意识到自己工作有疏
忽。虽然整体情况良好，但出现了个别掉队的学生。
此时掉队，未来会更难。通过问卷调查，我提前了解
了学生在家学习情况与诉求。

有同学提出，时间安排、错题答疑、听课效率、
缺乏自律，都是问题。看到这样真实的反馈，我内心
反而笃定了些，把情况反馈给团支书，他们确定新
一期班会的主题：学习、自律、责任。

又有几个寝室主动报名，“胜出者”召开了《“停
课不停学”的我们》主题班会。他们在网上查了不少
资料，搜集了不少线上学习法、“学霸”笔记，还邀请
任课老师连麦，讲讲近期学习的策略。作为“列席”，
有家长还边听边记笔记。

为什么会选这个寝室来承办？因为里头有好几
个“被告状”的家伙。此中深意不知他们体会了没：主
动组织一次解决自身问题的班会，是否更有意义？

我在悄悄观察，这次的准备工作，他们确定了明
显的工作流程：主题与目标——分工与落实——沟
通与修正——总结与反思。我很高兴，自己成了名副
其实的“配角”。班会课最后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孩子
们在屏幕上打了一行字，“比我们优秀的人比我们还
努力，我们还在等什么？”的确，学习是辛苦且有意义
的历程，有了伙伴的鼓励，家长的陪伴，老师的指导，
才会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而班主任能做的就是，一
个也不能少。

他们的故事
一张学生的纸条

“虞老师，我知道自己最近考得不好，你要找我
谈话了。最好不要当面谈话，也别联系我妈妈。妈妈
只会说我不努力，我已经知道了，可也来不及了。我
有时候坐在教室里听不懂，自己也着急，现在后悔
有点晚了……”

我的探究
德育课堂要“翻转”！愿做助跑者

复课两周后，一张小纸条“躺”在我办公桌上，
很醒目。我很理解学生的焦虑和矛盾，于是悄悄在
他作业里夹了张纸条：“那我等你来找我吧！”为什
么返校复学后孩子心中新添数重压力？我仔细考虑
了下，大约有二。一是模式切换带来的焦虑；二是面
临考试、升学等客观问题带来的压力。更有甚者，老
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忙又茫。

这一次，我直接把问题扔给班干部，鼓励他们
去发现问题，探究并解决问题。团支书立马行动，线
下召开了班委开会，共同制定本次班会主题：心理
健康、正视压力。

还是由一个寝室的学生承办，确定了《怎么与
“压力”做朋友》的主题班会。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各
自讲述复课后的想法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并分
享特有的解压方式。

或许，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窗口，恰当表达
和自我调适，有助于培养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引
导他们摆正心态。我总是想，孩子们需要适当的压
力，用来助推自己；也需要科学方法去释放压力，学
会与压力做朋友。

我的角色再一次发生变化，从领跑者，到陪跑
者再到助跑者，我学会了“忌口术”。这次班会中，我
只是个“与会者”，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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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
一通家长来电

“虞老师，能不能替我们联系一下
他，劝劝他，不要一边听网课，一边聊
天打游戏……我真是失败，外面被人
尊称老总，回家孩子一句话也不愿和
我说……天天宅家，不和我们说一句
话，可能还是开学好，周末回来还能

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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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班会后，孩子
为爸妈做了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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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探究
德育课堂也“翻转”？敢做领跑者

受疫情影响，孩子们宅家上网课。期间，这
样的电话和信息收到不少。我想过挂下电话第
一时间联系当事同学，但我犹豫了。线上交流，
会不会进一步激化亲子矛盾？家长或许更不敢

“告状”了。
采取措施前，我先做了两项调查：宅家期

间爹妈眼中的孩子，以及孩子们对“停课不停
学”的看法。不出预料，亲子矛盾在“管与被管”
的抗衡中不断凸显。

事实上，双方都觉得不轻松，各自承受着新
的挑战和压力。孩子们在家上网学习，并非开着
电脑听听网课，他们比平常更累，因为需要整理
海量信息；家长们既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还
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新情况，身心俱疲。

读高中住校后，很多学生不再有机会与父
母朝夕相处，重新“回家”，如何化解矛盾？我随
即召开了“亲子关系 共同成长”在线班委会，
鼓励班级各小组积极承办班会。

最终，一个寝室主动报名，组织了《疫情之
下 不负韶华》主题班会。准备期间，学生们自
发做了很多工作。而我只是问问情况，理理思
路，审核一下内容。期间，我学着“隐身术”，让
学生成为主角。

班会课当天，学生邀请家长参会。这堂课
上，亲子之间不仅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对话，还
为和睦相处提出了很多意见，比如制定家庭时
间表、居家健身计划等。最后还“留”了个作业：
向爸妈学做一道菜，为爸妈做一道菜。

那个周末，不少父母在家长群里骄傲地晒
出自家娃的作品。我们互相点赞，感受幸福，亲
子矛盾也慢慢化解。

班会课后，我邀请了部分学生总结经验，
交换感受，他们提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让我受益匪浅。

第一次线上班会的成功，让我萌生了线上
系列主题班会的想法。不同阶段不同主题，虽
不能返校，但有了别样的“见面”方式。这样的
想法，也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于是我们约定
每周日晚上“不见不散”！

班主任，一个平凡的岗位，却是孩子和班级的核心，更是连接家庭和学校的
纽带。班主任的态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孩子和家长的态度。在这个版块，请看
班主任怎么诠释他们的“权力”。 □栏目主持人 徐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