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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向上、向阳的力量

“我一定要帮她改变！”我的脑中只有这
一个念头。怎么“帮”？我结合日常的观察和学
校专业心理咨询老师的意见，尝试从培养暖
暖的“正向心理循环”入手。也就是，培养学生
成功的信念，制造成功的事实，而成功的事实
又进一步强化成功的信念。

这以后，每次遇到和暖暖有关的问题，我
都抱以特殊的宽容。我常常趁孩子们出操或
者去公共教室上课的些许时间，把暖暖留了
下来，辅导她的功课。一开始她总是很紧张，
捏着衣角，抿着嘴唇。我知道，我之前的严厉，
让她心生戒备。于是，我会先跟她拉家常，听
她说说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聊完以后，我张开怀抱，“暖
暖，最近你的进步可真大，努力学习的你，老师
真的打心眼里喜欢！”她一下子扑了过来，眼含
热泪。我紧紧抱着她，在她耳边轻声说：“以后
千万不能说‘想去死’之类的话，老师很爱你，
家里人也很爱你，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都陪
你一起面对。”她眼泪汪汪地点了点头。

“给，天气冷了，嘴唇干干的，女孩子涂点
润唇膏吧！”看着嘴唇开裂的她，我从兜里递
给她一支润唇膏，她不拒绝也没有伸手。“没
事，我给我家妞买的时候顺便给你带了一支，
希望你喜欢。”“谢谢老师！”她接过润唇膏转
身时，我感觉到她笑了。

就这样，我从细节入手，尽自己之力像母
亲一样关心着她，夏天的一条连衣裙，冬天的
一条围巾；进步时的一个微笑，退步时的一个
眼神；假期中的一个关怀电话，回家后的一条
问候微信……我希望用我的点点滴滴让她感
受到爱，从而填补她心中的空缺。

其间，我也与暖暖的奶奶、爸爸沟通，告
诉他们对孩子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语
言表达，多说说“奶奶喜欢你，奶奶爱你，奶奶
喜欢你开心的样子”。比如身体接触，可以拉
拉手，摸摸头，抱一抱。有一次期中家长会，我
多次表扬了暖暖，坐在台下的奶奶沟壑纵横
的脸上一脸笑意。第二天早上，暖暖悄悄告诉
我，说奶奶回家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过程中，暖暖也出现了状态反复的情
况，但我不再凶巴巴地责问，而是耐心听她倾
诉，问她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师可以帮她做些
什么？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孩子并不是“问题
孩子”，而是长期缺少爱的关怀和陪伴，没有人
在她碰到困难时给予正确的方法导致的，而我
的改变一定可以给她向上、向阳的力量。

就这样，暖暖的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空
的少了，书写端正了，做作业也认真了。最近
我发现，上课时居然又举起了那久违的手。

抄作业、动不动对家人歇斯底里……

乖巧的孩子

突然成了“问题学生”

看班主任如何寻求共变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
用爱心、细心、耐心去浇灌。原
本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却一
下子“叛逆”。从抄作业、“偷”东
西再到对着家人“歇斯底里”喊
叫，背后是何原因？怎么样帮助
孩子？余姚市姚江小学教师赖
雯雯寻根溯源，寻求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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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姚市姚江小学 赖雯雯

栏目主持人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我 也 反 思 ，学
生 的 问 题 往 往 不
是单一情况引起
的，而是和家长、
老师、家庭和学校
都有关系，任何一
个环节教育不当都
会引发问题。作为教
师，只有优化育人方法，
营造良好的家校联手的育人
环境，才能避免孩子误入歧途。孩子需要的是
直观的、感性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
护。一花一世界，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
期，那只高高举起的小手，那张阳光动人的笑
脸，是我不断努力的源泉。

乖巧的孩子一下子变了

一天，我批改着家庭作业，一张满分练
习映入我的眼帘——主观题的答案与标准
答案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女孩子叫暖暖（化
名），瘦削的身体，个子也比同龄人矮了一
截，平时在班上很乖巧，也曾高票当选班里

“三好学生”，这次竟然“抄作业”。
练习发下后，我对作业质量高的孩子进

行了表扬和奖励，唯独没有提到暖暖的名
字，我特意向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她不
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老师，暖暖带来很多新鲜玩意儿，告诉
我们只要用积分就可以跟她交换！”“什么？
抄作业的事还没有追究，没过几天竟然在教
室里做起了‘买卖’？”我很生气，第一时间打
电话给一直照顾暖暖的奶奶。结果，这些东
西连暖暖奶奶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孩子从哪
里拿来的。

又是一天，照例检查作业，学科老师纷
纷向我投诉，暖暖竟然不做或乱做作业，上
课打起瞌睡了。正当我想给暖暖奶奶打电话
时，我收到了暖暖奶奶的语音：“老师，我们
不知道怎么管教她了。我也很凶，管
得也很紧，她就是不完成作业，骗
我这个没教过，那个不用做。
我知道她在撒谎。她爸爸也
气得动手打了她，她竟然
说‘再这样打我，我就死
给你们看！’老师，你说说，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怎么
会变成这样子？”说着说着奶
奶哭了起来。

行为背后是
渴望被重视、被理解

到底是什么导致她迷失自己成为
“问题学生”呢？上门家访后，我发现，暖
暖一直是年长的奶奶带在身边。奶奶平
常到小饭店洗餐盘赚点生活费，每天要
工作到晚上十点左右才下班，除了照顾
暖暖，还要照顾两个堂弟。

三个孩子都要管，奶奶常常是顾不
过来的，这造成了暖暖缺爱、没有安全
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暖暖用各种新鲜玩
意儿来“讨好”同学，用完美的标准答案
来“讨好”老师，重新找回安全感。

再加上，家里人对暖暖有很高的期
望，这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压力。在
外打工的父亲，每次视频或电话联系唯
一的话题就是“作业完成了吗？这次考了
几分？班里第几名？”从来没有说过“你
今天开心吗？有什么愿望吗？”等这样生
活和心理上的关心。父亲的脾气也很急，
碰到孩子犯错误了，成绩下降了，不问青
红皂白就打骂。久而久之，孩子的情绪调
节能力也明显变差，当被重视、被理解
等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自己想办
法来解决，不管处事方式是否正确，于
是就有了抄答案、偷东西等各种不
良行为。

一开始，我也试图想对这
样长期积累的行为和思想问题
一棒子扼杀在萌芽状态：她空
作业，我严厉批评；她“偷”东
西，我严肃处理……其实
这些问题的根源早已经
在孩子心中深种，我的
行为只解决了问题的
表面。

孩子的故事

我的探究

我的处理

班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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