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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班上同学陆陆续续回到座位，趁
着休息时间，我找来几个同学来谈心。刚刚被
我“逮了个正着”的这位男生也一起进来了，
低着头把CD机交给了我。

我微笑地对他点了点头：“谢谢你对我工
作的支持。”他也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转
身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这位男生又走了进
来，递给我折叠的信笺。文字内容虽不长，但
字里行间饱含真情实感。

汪老师：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实在抱歉！
关于自修课的不愉快我深表歉意！一是

对您的不尊重，二是对您工作的不支持！CD
机要是我自己的我早就给你了，但恰好是我
朋友的，并承诺下课还给她的，所以有些失
态，有些倔强，当时真的太冲动了。本想先给
你，课后再给你解释，但——总之刹那间失去
了理智导致了冲突！现在想想真后悔，希望老
师您别往心里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
么倔，可能东西是别人的，不想失信于别人的
缘故吧。

“学生真懂事、真好！”展开后，我被深深
感动了。

我是班主任|课堂违纪了，却和老师强硬
对抗、争吵？俯下身，静静倾听花季少年心灵
深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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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莹

十五六岁的孩子，处在
身心发展的特定阶段：年少
气盛，易冲动，少顾及后果。
尤其是一些“潜能生”，在班
上成绩平平，又经常被老师
批评教育，容易在内心给自
己一个错误的定位，觉得反
正自己是“差生”，容易与老
师对立……

这里有个案例，老师用
不一样的方式，帮助学生走
出误区，走出困境，找回自
信。

下午最后一节自修课，班上其他同学都在埋
头写作业，一个男生大剌剌地在听CD机。注意
到他后，我快步走进教室。

“拿给我吧。”我语气平缓地说。
“是别人的，马上要还的。”
“不管是谁的，上课听就不应该，给我吧。”我

加重了语气。
他埋着头，不吭声。
连连催了几遍，他还是不给。我火了，大吼一

声：“给我！”
这一声，引得班上原本安静学习的学生唰唰

抬起头。
“说了是别人的，马上要还的，我不会给你

的。”他的语气很不耐烦。
作为班主任，我感到脸上无光，怎么处理？
直接把东西拿过来？直觉告诉我不可以，万

一学生不答应拉扯起来怎么办，反而把事情闹
大，局面失控。

“你的CD机就在桌里，我不会拿的，除非你
自己给我。到我办公室去！”我说道。

“去就去。”男生马上站起身。
来到办公室，双方火气都很盛。“你违规了就

应承担责任，叫你交出你还不肯，什么行为？”我
问。

“是别人的，马上要还的；如果是我自己的，
送给你都可以。”男生的口气也很强硬。

僵持仍在继续，在言语不断交锋中，他有点
失控了，吼道：“我就是不给，怎
样？”并转身要冲出办
公室。那一瞬间，
我看到孩子
眼角有泪水。

冲突升级甚至关系闹僵，师生发生这样
的冲突在班级管理中并不少见。作为班主任，
要有俯身倾听的意识。

首先，班主任对学生应该交心，让学生充
分信任和理解。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其次，班主任应对学生各方面有个基本了
解，平时多与学生沟通，适时与家长了解情况，
从而在做思想工作时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对症下药，循循善诱。

同时，班主任应能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
能包容学生的一时过失，但决不迁就，一定要
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处理事情时要有
一个良好的心态，在时间、地点、方式上可保
持灵活度。

班主任工作方法有千万种，但它永远离
不开一个字——爱。正如夏丏尊先生所指出：
教育正如掘池，不管是四方形，还是圆形抑或
其他，没有水就不称其为池，只能算坑。教育
的水就是情，就是爱；没有了情、爱，就成了
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
不了一个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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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平时表现较为散漫，自我约束力
不强，但性格不算太叛逆，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下意识地拉住了他。

“别这么冲动，有话好好说。”我冷静了下
来，同时试着让他也平缓下来。

“你认为，我有做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没有。”
“你不交给我，一定有原因。”
“CD是个女孩子的，我说好下课给她的，

怕失约。”
男生的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背后可能还有

故事。他平时就算再顽劣，老师的话还是听的，
为什么独独在这件事上“较真”。一个女生的
CD，不能失信……我把这些关键词串联了起
来，很快捕捉到这个处于青春期懵懂少年的心
思，顿时恍然大悟。

“但违规了就应承担责任，对吗？要不你把
那个女同学叫来，我向她说明情况，我想她不
会怪你的。”

听我这么说，他不作声。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拉住你吗？因为我很

在乎我们之间的情谊，你是我的学生。如果让
你就那样走了，晚上我会睡不好，你肯定也一
样。”我继续说。

男生强忍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滑过了脸
颊。这时，下课铃声响起，我向他摆了摆手：“也
许刚才我在班级里语气太重了，伤了你的自
尊。这样吧，你先回去想一想，觉得方便交给我
时再交过来。脸洗一下，先去吃饭。”

孩子听后轻轻点头，欲言又止地离开了。

为什么学生在明知老师是为自己好且依
照校规班纪处理的情况下，还有抵触情绪？为
什么事情越弄越糟？我在办公室里，重新整理
思绪。

一是，每个学生心理状况、性格不一样，自
然承受挫折的能力也不一样，教室里公开批评
可能伤及学生的自尊。同时，粗放式的处理方
式也给班级其他同学的学习带来影响，甚至引
发新的问题，如对班主任的信任危机。

二是，到了办公室，本可以冷静下来与学
生谈一谈，早点化解事情，但作为老师的我，也
没有控制住情绪，致使事情越弄越糟。

我意识到，作为教育者，不愿倾听学生内
心真实的想法，不能与学生真正平等对话。这
样的教育不仅没起到应有的效果，有时反而产
生消极影响。想明白后，我决定静静等待男生
来主动交流，没有马上回到教室。

梳理处理欠妥的地方
静等学生主动交流

说出内心真实想法
给僵持的状态“降温”

他的转变

主动承认错误
并上交CD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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