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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家打我
我妈就叫我打回去……”
帮孩子建立安全感，这个班主任巧用妙招化解

孩子打人的动机有很多，譬如不会表达自己的情
绪；譬如不会与人正确沟通；譬如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等，久而久之，造成不健康的心理。

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学会正确表达？这里有
个案例，看看班主任是如何帮助孩子的。

【他的故事】
在我们班，曾有个男孩子特别会打

人，他叫小乐（化名，以下学生皆为化名）。
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不同

的小朋友来告状，“陆老师，小乐又打架
了”“陆老师，小乐又在大吼大叫，椅子都
被推倒了”。

有一次，又有小朋友来告状，说小乐
排队的时候和同学打起来了。我把两位同
学叫到旁边，轻轻问他们。

小宇说：“我排队的时候不小心碰到
他了，他就打我了。”

小乐马上大叫：“不是的，他先打我
的，他打到我手了。”

“你有没有问问他，是不小心的还是
故意的？”我仔细询问。

小乐低下头来，嘟囔着说：“没有，我
妈说如果人家打我，就叫我打回去……”

平时，小乐一感到受委屈了，或者什
么事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了，就会激烈的反
抗，比如开学初，班级规定小朋友们要把
书包放到教室最后的书包柜里，小乐不愿
意，一定要把书包放在自己的椅子背上。
老师提醒他，他也会大声地吼“我不要，我
就不要”，而从他的情绪状态看，他是真觉
得自己很委屈了。

【我的思考】
小乐的状态是怎么导致的呢？经过一

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小乐的整体表现主
要来自三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孩子没有安全感的“自卫”
行为。小朋友碰他了，他要打回去，他自己
的书包，不愿意放在离开自己视线的地
方，都是他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他没有感
受到周围的环境和同学给予他的善意。第
二层面，孩子不懂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诉
求。小乐在感到委屈后，不会正确的表达
自己的情绪和诉求，只会用吼、叫、剧烈反
抗来表达。

此外，我认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信任
度不够。“我妈妈告诉我，别人打我我就要
打回去”，这样的话从孩子的理解来说，肯
定和他妈妈所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
我想小乐的妈妈肯定也因为某些原因，担
心小乐在学校里受委屈，所以教他一些自
我保护的方法。因此，为了更了解小乐，更
好地帮助小乐，我需要跟小乐的妈妈真诚
地聊一聊。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孩子对老师
的信任，对班级的安全感，让他感觉到不
需要用拳头保护自己。

【他的转变】

成了班级管理小能手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小乐已经很好地融

入班级。经过两年多的相处，小乐逐渐长大，
懂得如何去处理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即便有
时候还是急了，也能尽量控制住，冷静下来
后会主动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逐渐改进。
如今，他还成了班级的管理小能手。

【班主任说】
孩子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善良美好。当

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出现摩擦时，家长和老师千
万不要随意贴上“欺负人”或“被欺负”的标签。
而面对情绪激烈的孩子，更需要家长和老师给
予更多的关心和爱。告诉他，周围的人对他的善
意和喜爱，等充分建立自信，那么他也就比较容
易接受别人的建议。

家校互信，是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助
力，家长对学校与老师的信任也在无形之中
影响孩子对班级的归属感。如果误会无法避
免，那真诚的沟通就是消除隔阂的一剂良
方。“亲其师，信其道”，相信，在家长和老师
的相互配合下，一定能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
教育氛围。

严勇杰 绘

【我的行动】

家校沟通
指导家长教育方法

当天，我和小乐妈妈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小乐
妈妈告诉我：“在小乐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我亲
眼看到别的小朋友打了小乐，小乐还手，但是幼儿
园老师只批评了小乐。我就跟他说，如果人家打你，
你就打回去。”

我跟小乐妈妈说：“幼儿园的事情我不在场无
法评论，也许存在误会，也许老师确实因为没看到
全部事实批评错了。如果你信任我，我跟你保证，绝
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孩子真的受了委屈，
你可以直接电话给我沟通，毕竟我们也是普通人，
错了就改正。而让孩子打回去，是最伤孩子的一句
话，因为他会过度防卫而失去交朋友的机会。”

如果孩子回家告诉爸妈在学校里被人打了，该
怎么了解事情的全貌？对于这个家长们时常碰到的
问题，其实可以这样和孩子交流：

（1）细致问清楚孩子被打的具体时间、地点、起
因、经过；

（2）当孩子表达不清时，可以让孩子用动作来
表述对方小朋友怎么打他的；

（3）如果孩子的描述中确实有被小朋友打的情
况，视情节轻重程度跟班主任及时沟通。可能会存
在一些孩子也没有意识到的误会，老师把两个小朋
友叫到一起了解具体情况后也会告诉他们怎么处
理。

潜移默化
让孩子学会表达想法

学会表达，学会沟通，对低年级段的孩子非常
重要。因此在开学第一天，我就一直在班级里渗透
这样的交流方式。

“被小朋友打到了怎么办？”问一问，是不小心
碰到的还是打到的呀？

“他真的打我怎么办？”问一问，他是想和我玩
还是真的不喜欢我欺负我呀？

“我不喜欢他这样跟我玩怎么办？”告诉他，如
果你想跟我玩，不要打我一下，你可以跟我说。

其实，家长和孩子最担心的“打”其实就是
被“欺负”。但在低年级段，真正会欺负人的孩
子并不多。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们知道那个所
谓“打”他的小朋友，也许是因为喜欢他想和他
玩，“打人”的孩子也知道应该怎么去表达喜欢。
渐渐地，班级温馨愉快的氛围更加浓郁。而小乐
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学会了该如何沟通，如何
表达。

以爱换信
建立起班级归属感

小乐是一个聪明伶俐又可爱的孩子，最棒的
是，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音。为了让小乐快速对班
级建立归属感，我请小乐做我们班的领队员，负责
班级做操和上、放学的整队工作。

我喜欢时不时去他身边逗逗他，“呀，小乐，你
今天的队伍整得真好啊，真不愧是老师的好帮手”

“小乐，我怎么觉得你又变可爱啦！”在孩子的心里，
老师对他是喜欢的、信任的，那他也会给予我同样
的信任和喜欢。渐渐，小乐对我放下了戒心，愿意亲
近我，跟我说说心里话，我也借机与他交流如何正
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