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惠君 39岁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语文老师
余姚市优秀教师、余姚市教坛新秀
●推荐理由：用爱心和智慧“浇灌”
一批批孩子茁壮成长，真正让家长
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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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君的用心，换来了孩子和家长的信
任。上届六年级，作为高龄产妇的张惠君坚持
上课，累了就在办公室躺椅里躺一会，课后埋
头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出操、管饭等这些班主
任该做的工作也一样都不少。

“即使不上课，只要张老师这根定海神针
回来，定能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进入正轨。”产
后休息不到两个月，恰逢孩子们抽考，家长们
都非常紧张，再三希望张惠君回来“坐镇”。

看着一个多月嗷嗷待哺的婴儿，再想想
学校里进入最后冲刺的六年级孩子们，张惠
君毅然决定提前结束产假上班。因为还要喂
奶，当时又不会开车，她就带着一个多月的婴
儿回到学校。

只要一面对学生，就什么都抛到脑后了，所
以经常出现“这里在忘我工作，那里孩子在嗷嗷
大哭”这样的场景。这一片丹心倾注，终于换来
孩子们圆满完成抽考，升入自己满意的初中。

毕业典礼那天，孩子们争着与张惠君合
照，抱着痛哭，家长们紧握双手，一句句说着
感谢，一声声道出不舍，感恩孩子能遇到这样
的好老师。

“中途接班的班主任要根据班级情况掌
握好管理尺度，太严会导致学生更加怀旧而
迟迟不肯接受你，太松则会让班级风气走向
歧路。不过，只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对待学生，
家长和孩子自然能够感受到。”张惠君就是这
样一盏甘愿默默付出的“路灯”，让孩子前行
的路上有光，能走得更坚实、更自信、更灿烂！

她甘当一盏“路灯”
让孩子前行的路上有光

为了挖掘、宣传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来自基层一线的“四
有”好教师，本报开设了《点赞好老师》专栏。如果
你身边有这样的“四有”好教师，赶紧给我们发推
荐信吧。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qq.com（标题上请
备注“征集好教师、学校名称”字样）。

“张老师我们好喜欢你”“我们现在上课都乖乖
听讲，不调皮捣蛋了”……课间，孩子们围着张惠君
老师交流，虽然她是中途接班的老师，却丝毫不影响
大家对她的喜爱。但一开始，这位高人气的老师曾遭
受过一些家长的质疑：“这样瘦瘦小小的一个老师，
能带好班级吗？”

所有的质疑都被时间所解答，10多年来，作为
“接班专业户”的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老师张惠君，
用爱心和智慧“浇灌”一批批孩子茁壮成长，每接一
个班最后都能让家长放心。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徐华军

“孩子不服管，和老师唱对台戏，中途接班常
常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班
级，沟通胜于压制，要学会扮演一名‘消防员’。”
有着18年教龄的张惠君，总结了一套自己中途
接班教学管理的经验。

每次一接到新班，张惠君就会第一时间在心
中“建档”，了解每个孩子的特点，关注他们的闪
光点和独特处。因为孩子性格的形成与家庭教育
有密切的关系，张惠君还有意识地了解学生的生
活表现和家庭教育方式等，将相同性格或学习上
遇到相同问题的学生家长叫到一起，以朋友聊天
的方式，倾听大家在教育方面的困惑和意见，并一
一细心记录，为今后教学中因材施教做好准备。

上课不遵守纪律，喜欢大声说话，一不高兴就
开始高声尖叫……小石曾是公认的头疼孩子，之
前的班主任多次批评教育并上门家访效果都不
好。“当我第一次看到小石的时候还挺惊讶，与想
象中有些不同，一张稚气未脱的面孔，看到陌生人
还会脸红害羞。”这个孩子真如其他老师说的如此
难以管束？张惠君心里有了个大大的问号。

观察了一段时间，张惠君发现一个现象，鬼
灵精怪的小石不是所有时候都在捣蛋搞破坏，每
次上自己的课都是认真听讲，但轮到其他课就蠢
蠢欲动。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反差？

为了搞清楚，张惠君一有空就把孩子叫到办
公室，端了把凳子、倒了杯水，犹如大姐姐一般和
孩子聊天。“今天是心情不好吗？”“怎么突然上
课离开座位，还尖叫了？”刚开始，孩子心里还会
有些戒备，低着头生怕张惠君批评他，但当发现
聊了几次天，老师始终微笑着说话，半点没有责
备的意思，他慢慢打开了心扉。

原来，孩子不守课堂秩序的原因，仅仅因为
那堂课不吸引自己。他对间接影响其他人学习的
行为，完全没有意识到，反而觉得表达了内心的
真实想法。那么，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又是如何？也
是如此任性吗？张惠君上门家访寻找答案。结果
发现，因为是独子，家里人都很宝贝，小石在家里
基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由着性子来。

问题的根源找到后，张惠君开始了一次次与
孩子家长的沟通，针对孩子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行
为准则。如罗列学校家里应该遵守的规则，每月
实现一个小目标，就奖励一样小物品；安排自律
能力强的同桌，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行为；教
孩子换位思考“如果自己在认真上课，别人大声
讲话会怎么样？”通过努力，孩子很快领悟，如今
有了很大的改变，家长也很意外。

在张惠君看来，小学高段的孩子因为即
将进入青春叛逆期，对于老师、家长的服从性
会下降，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不少，“教育孩
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示弱，引导孩子正确认
识自己，体谅他人。”

“张老师，你说怎么办？都六年级了，成绩
越考越差。现在还不能说他，只要我一开口聊
学习，他就顶嘴，然后砰一声把房门关住，拒
绝沟通。”这是小方家长的求助电话。小方是
一个正直阳光的聪明男孩，班级的体育委员，
上课积极举手发言，学习成绩也不赖，只是这
次发挥有点失常。

“若母子之间长此以往，肯定令人担忧，
一定要想办法缓和母子之间的感情。”张惠君
初步了解情况后，首先尝试找病因。

原来，小方妈妈属于强势型，谈论的话题
总是关于学习的，教育的方式简单粗暴，容不
得孩子争辩，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孩子自然
是有情绪的。

“说出来，你心中的不快乐。”张惠君用温
和的语气劝孩子平静，同时不停鼓励孩子表
达出自己的感受。

“跟妈妈真的很难沟通，容不得我辩解，
什么都要听她的。”小方说。

得到答案后，张惠君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小方：“尽管妈妈的方式有不妥之处，但爱你
的心是不变的，她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不能无
视她的关心。我们可以坐下来谈，相信妈妈肯
定能和你达成共识的。”

随后，张惠君站在家长角度平复小方妈
妈的焦虑：“孩子长大了，是独立的个体，只有
尊重才会让孩子打开心扉，才愿意跟你交流
沟通，所以我们家长要试着示弱。你可以努力
和孩子建立共同的爱好，了解孩子，孩子才有
和你交流的兴趣和欲望！”

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示弱了，母子有共同
话题了，孩子体谅大人了。看到母子俩依偎的
背影，张老师心里暖暖的。

“现在的家庭教育存在一种填鸭式现象，
教育孩子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而是一味居
高临下。但其实倾听孩子的想法比提要求更
重要。”张惠君认为，很多家长很固执，永远不
认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孩子是有自己的判
断标准的。如果家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
不向孩子认错，那么孩子就会觉得你是一个
不可信任的对象。

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给孩子“建档”
倾听他们的想法
用沟通代替压制

给孩子“建档”
关注他们的闪光点和独特处

正确引导孩子
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

用一颗真诚的心
让孩子和家长倍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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