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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
从开心到开口的过渡

新学期已经过去两个月，嘟嘟还是“惊天动地”来
了，默默地活动于一日生活中，又安静地走，看上去情
绪不错，但仍然不开口说话。如何才能进一步让他打
开心扉，乐于与教师、同伴交流呢？我决定继续努力，
不管是否得到回应，继续坚持与嘟嘟的“对话”。

“嘟嘟，你能帮老师搬一下椅子么？”
“嘟嘟，帮老师拿一下《好饿的毛毛虫》这本

书”……
每当他完成任务后，我就及时给予表扬和鼓

励，不仅常常让嘟嘟当小助手，还经常抓住机会当
着小朋友的面表扬他。不知不觉中，嘟嘟在大家的
关注中变得更加自信了。

一次放学回家前，外婆来接嘟嘟，我跟他说“嘟
嘟，如果明天早上来幼儿园不哭的话，老师请你玩新
玩具”。嘟嘟向我挥挥手，然后牵着外婆的手回家了。

第二天，“老师，我们来了。”伴随着嘟嘟外婆的
声音，循声望去，我十分惊喜，连忙说：“嘟嘟，你今
天很棒哦，答应老师的事情做到咯！真的没有哭。”
这一天，嘟嘟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尽管还是没有开
口说话。让我更意外的是，下午外婆来接了，引导嘟
嘟说“跟老师说再见”，我居然听到了轻轻的声音

“老师，再见”。
这一刻，我惊喜万分，感觉自己的付出终于得

到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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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有了第一次开口，接下来迎接我的，会
是乐于表达的嘟嘟，但没有想到情况并非如此。我
一直期盼能主动回应的嘟嘟迟迟没有来，常常碰到
的状况是，上课点到嘟嘟来回答问题或表演才艺，
之后他又一如既往地沉默。

尽管我心里有过焦急，但很快调整过来。幼儿
期是幼儿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个性形成的时
期，有着自己特有的发展速度和方式。都说“陪伴是
最长情的告白”，作为老师，应该默默退到孩子身
后，相信他，爱护他，陪伴他，鼓励他，给他满满的
爱和信任。

就这样，时光一天天流淌，终于有一天，我听到
了期盼已久的“老师早上好”。虽然，现在的嘟嘟依
然少言少语，但生活中的他更自信了，做事也会主
动了，老师教过的儿歌，都能大胆地表演；也会主动
表达自己的意愿了；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孩子犹如一棵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苗，每一
天都在快乐、健康地成长，而此时的我，作为一名幼
教工作者，应以积极的眼光、正面的姿态、接纳与宽
容的心理去面对孩子。心里应该坚信：教育就像养
花一样，一边养一边看，一边静待花开。

●班主任说

进教室前“大闹一场”
进教室后变得安静

嘟嘟性格内向腼腆，新生入园那段时间，他不像其他小朋
友那样爱哭闹，很安静，从不吵闹，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主动
与小朋友交往，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坐着，看着小朋友玩。

他有个规律，每天来园进教室前总要“大闹一场”，但只
要一进入教室，父母离开后，马上又会变得很安静。

看上去，在班级里，嘟嘟不用我们老师过多操心，是一
个“乖孩子”。

排队的时候，每个小朋友总喜欢往前面挤，只有嘟嘟一
个人喜欢排在最后，慢悠悠地跟着队伍。玩玩具的时候，其
他小朋友都争先恐后地玩了，唯独他安静地坐在位置上，眼
巴巴地看着我。“你要玩玩具吗？”但只要我上前去问，嘟嘟
就会下意识地点点头。

记得有一次，吃下午点心的时候，点心盘子放在了嘟嘟
桌子上偏右一点位置，他一直坐着没有吃。我好奇地问他：

“不喜欢吃吗？”他摇摇头。“那你为什么不吃呢？”嘟嘟没有
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看了看盘子。我研究了一会儿，才发现
是没有放在他的位置上，他不敢吃。

别看嘟嘟平时沉默寡言，不愿与老师小朋友交流，对话
通常是被动点头或不答。可他在上亲子课的时候，性格开朗，
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动手能力也很强，有很大的反差。

这下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嘟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我
们该如何陪伴他成长？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我进行了追踪。

静心关注
“他为什么不说话”

观察是教师全面了解幼儿发展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
从嘟嘟入园后，我们就在各个环节中对他进行了仔细地观
察。

情景一：晨间谈话前，我会和孩子们玩点名游戏，孩子
们都能大声回答“到”，但每一次点到嘟嘟时，我都听不到他
回应，只见他安静地坐着，脸上露出忐忑的表情。

情景二：午餐时间，小朋友陆陆续续地搬椅子、拿调羹准
备吃饭，而嘟嘟一直安静坐在椅子上，目光一会注视着我，一
会又躲闪，我向他点点头，示意可以去吃饭了。他小心翼翼地
搬起小椅子，又转头看向我，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

情景三：户外活动时，其他孩子在快乐游戏，一旁的嘟
嘟，安静地看着大家嬉闹玩耍。突然，他的脸上露出难得一
见的笑容，他发现了一个摇摇马，正要坐上去的时候，一个
小朋友跑过来了，他马上站起来，又安静地站到一旁。

根据我的观察发现，嘟嘟在自理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
都比较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出现这种状态呢？

于是，我拨通了他妈妈的电话，通过电话家访，了解到嘟
嘟爸爸妈妈工作非常忙，平常都是外婆在照顾他，而外婆由
于腿脚不方便，很少带他出去与小朋友一起玩，大部分时间
都是一个人在家。由于社会性交往情境缺失，嘟嘟与外界接
触很少，一旦面对陌生人，便不敢说话，行为胆怯，缺乏自信。

用心支持
从哭闹到安静的转变

怎样改变嘟嘟的现状，引导他勇敢面对陌生
人，并自信地用语言进行交流表达呢？

小小班的幼儿离开父母，进入陌生环境，难免
会遇到一些问题。此时，老师要理解孩子，和孩子多
沟通，多交流情感，让他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老师是
和家长一样爱他的，增强他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应
该会有效果。于是，我进行了以下尝试。

第一，晨间来园接待，我会面带微笑地主动拥
抱迎接他，有礼貌地向他问好，从简单对话中引起
他说话的欲望。

第二，寻找“闪光点”，有意识地在班上多表扬
他，尽可能在其他幼儿面前肯定他、鼓励他，表示对
他的欣赏，以增强他的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

第三，引导同伴接纳、关爱他，多创造机会让他
与人交往，选择活泼开朗、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幼儿与
他结伴，带动他体验合作的乐趣，与同伴分享快乐。

第四，家庭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家庭环境
和家庭教育影响儿童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多与家长
沟通，建议家长多创造让嘟嘟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请
家长多关注他的内心需求，放手让他与同伴玩耍，多
鼓励他就同伴交流中的趣事和体验与家长交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努力支持，嘟嘟有了些许
转变。虽然每天来园时还要“大闹一场”，也仍不开
口与老师小朋友说话，但每天脸上的笑容多了，焦
虑紧张地情绪少了。

一 个 不 主 动
与小朋友交往，
喜欢自己一个人
静静坐着的他，
在老师的细心关
注和用心支持下
有了改变。本以
为，有了第一次
开口，接下来孩
子 就 会 乐 于 表
达，如同脱胎换
骨一般，但其实，
哪有这么容易，
孩子的成长从来
就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一个静
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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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别急，你慢慢来，
老师陪你一起成长”

对一个
寡言孩子的
追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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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班主任
象山县塔山幼儿园
陈英巧

栏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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