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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考

一个被“放养”的娃
如何重燃他的学习热情？

直到小梁姑姑的到来，我才了解到
小梁家庭的真实情况：爸爸生意失利，
失联好几个月了。父母离异，妈妈带着
妹妹回了外婆家，而小梁和弟弟则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在一家工厂做门
卫，奶奶常年生病在家，一家人全靠爷
爷微薄的工资生活。而小梁姑姑这次来
学校，是为小梁开一张证明，以后他要
自己上下学。

当天晚上，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小梁的模样，小小的他承受着大大的
苦难，还无法表达他的委屈。每天下午
放学后，小梁先是独自做一会儿作业，
然后帮奶奶做手工产品，或者带着弟
弟玩耍。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人监督的
孩子，作业完成都很困难，质量就不说
了，更别提学习习惯、书写习惯、阅读
习惯的培养，这是一个真正“放养”的
娃。

作为班主任，我感到深深自责，为何
没有早早了解小梁的情况，而是一味地
严格要求他。面对这么糟糕乃至缺失的
家庭教育，我该如何重新点燃小梁积极
学习的热情呢？

被家庭“放养”的学生
如何让他重燃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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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

放学后翻墙出去
平时破罐子破摔

一天，值周老师在班主任群里发了
一张照片并备注：这位学生放学时翻靠
近学校河边的院墙出去，请班主任认
领，加强安全教育。我定睛一看，不是旁
人，正是我们班的小梁。他瘦瘦小小的，
却是最让我伤脑筋的学生。

不仅他本人让我提心吊胆，他的家
长同样让我烦忧。

开学时，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
到小梁的爸爸，这位爸爸大嗓门、粗线
条，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每次打电话
联系小梁家长，不是没人接就是被挂
掉。在日常学习中，各科老师都反映小
梁家庭作业完全不做，学习态度也极
差，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打开心扉，拉近距离

又是一个作业未交的早晨，我把他叫到教室走廊谈话。问
了半天，小梁一声不吭，头往边上别着，一副“你奈我何”的模
样。这次我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建议他利用休息时间补起来。
小梁仍然没有回音。

再这样下去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想，索性不再谈学习，聊聊
其他的吧，或许能打开他的心扉。“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呀？谁给你
做的？”“奶奶的身体好些了吗？”“爷爷几天上一次夜班？累不
累？”果然，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当我聊到“爷爷奶奶这么大
年纪还要每天辛苦工作”时，小梁突然抽泣起来，眼泪汩汩地从
他黝黑的脸上流下来。

我无比心疼眼前这个男孩，他表面倔强，实则内心柔软而
温暖。谈话最后，我拉着他的手说：“你其实很棒的，老师相信
你。不要再让爷爷奶奶为你的学习担心，好不好？”

自那以后，小梁作业明显认真多了，最大的改变要数他那
“龙飞凤舞”的字迹开始工整起来，学习态度逐渐端正。

抓住契机，鼓励先行

小学阶段的学生，抛开学业压力，个个都是天真可爱的孩
子，他们渴望被关注和表扬。课间，看见正在和同学玩跳棋的小
梁，我假装不经意地路过他身边，摸摸他的脑袋：“小梁，你棋下
得不错哦！”虽然他没有作声，但我看到他露出一个羞涩的笑
容，弯弯的眼睛中含着一丝闪动的亮光。这让我意识到，除了学
习这件事，孩子身上还有许多的闪光点，等待老师去发掘。抓住
这些闪光点多多鼓励，慢慢的，学习也自然水到渠成。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课堂上，偶尔会看见小梁怯生生地
举起小手，我当然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只要举手就让他来回答，
及时评价，更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小梁最近进步很大！”
同学们都向小梁投来了赞赏的目光，小梁害羞地低着头，抿着
嘴微微笑，仿佛能看见他的自信心正在蓬勃生长。

融入集体，发挥价值

学校举行运动会，当同学们争先恐后报名时，让我大吃一
惊的是，瘦小的小梁选择了男子1500米。这个消息在同学们中
间传开了，“他能跑下来吗？”“他好酷呀！”……我看看小梁，他
正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目光坚定。

小梁1500米项目成了全班最关注的赛事，比赛时，我带领
全班孩子们为他加油欢呼。终于，小梁不负众望跑完了全程，所
有人都拥了上来，递水，擦汗，架着小梁沿着操场慢走。此刻，小
梁俨然成了班里的英雄人物。赛后，小梁开心地跑过来略带羞
涩又骄傲地说：“老师，我第七名！”

看着小梁的转变，我乐在心里。“亲其师，信其道”，小梁现在
成了我的小跟班儿，下课帮我把作业本送到办公室，给老师们送
文件，热心帮助同学……虽然有时他的作业质量还是不理想，但
我依旧摸摸他的小脑袋：“马虎鬼，这个不应该错的哦！”小梁会
响亮地应声：“老师，收到！”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进行。

创造机会，家校合力

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敏感细腻又特别懂事。在一段时间接
触后，我牢牢抓住小梁姑姑这个目前唯一能在小梁家庭教育中发
挥作用的角色。无论是小梁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还是家庭作业
按时上交、听写作业全对，我都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小
梁姑姑。在生活上，我也时刻留意着这个孩子：天气冷了，小梁还
穿着单衣，鞋子破了很久也没换，外套又紧又短地穿在身上……

小梁姑姑也发现了孩子的变化，有一天，她主动跟我说，她
想把小梁接到她家去住，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照顾。她说：“孩子
的童年很短，不想以后孩子留有太多遗憾。”也许小梁缺失的家
庭教育很难得到弥补，但相信有了姑姑的关爱，小梁的童年定
会增添一抹温暖的色彩。

我的行动

班主任说

特邀班主任

象山县西周镇下沈小学
尹海玲

栏目主持人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

在农村学校，存
在大量留守儿童、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单
亲家庭孩子等，他们
在生活中缺乏家庭
关爱，很大一部分都
是被“放养”，更别说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
们的智力开发和性
格培养基本来自于
学校教育。今天，这
位班主任和我们分
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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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栏目面向广大教
师长期征稿，征稿要求：
3000字以内。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分析某类问
题孩子的教育案例，达
到启迪同行、引导家长
的作用。

投 稿 邮 箱 ：xian-
daijinbao2@qq.com（邮
件请备注栏目名称）

教书育人，育人育
心。心的工作做好了，
育人的根本问题也就
解决了，学习也就水
到渠成了。诗人威廉·
叶芝也说：“教育不是
注满一桶水，而是点
燃一把火。”我想小梁
心中的“那把火”已经
点燃。每个班级都有
类似小梁这样家庭教
育糟糕抑或缺失的孩
子，这时候，就需要老
师 给 他 们 足 够 的 亲
近、信任和关爱，许多
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因为他灵魂深处那颗
天然向上的种子被唤
醒了。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