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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忧郁变得开朗

小亮虽然只是五年级的孩子，但稚嫩的
脸上总会露出不符合年龄的忧郁，因为回
家总见不到爸爸，妈妈也不常来看自己，小
亮常常觉得自己可有可无，非常孤单。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身心成长
有重要意义，我决定对小亮家进行一次家
访，希望凝聚家校教育合力，共促孩子健康
成长。

与小亮父亲面对面促膝畅谈，可以感受
到他对孩子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但没有科
学的教育方法。孩子达不到预期，就会急躁
地训斥甚至打骂孩子，这样的压力对小亮
来说很沉重。

小亮爸爸总是以“工作忙无法管孩子”
为理由解释一切，对此我提出：“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陪伴时间长短不是阻碍父母
与孩子建立联结的真正因素。是否能全情
投入，让孩子感受到爱和温暖才是最关键
的。”

家访结束前，我建议：1.要改变教育方
式，不溺爱、不粗暴，配合老师逐步培养孩
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2.多与老师
联系，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并告知孩子在
家的情况，共同教育孩子。

后来，我又家访了几次，与家长一起尝
试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我还在班中安
排优秀的同学做小亮同桌，鼓励小亮多参
加集体活动，多多肯定他的表现。经过循序
渐进半年的努力，小亮开朗了许多，开始融
入班集体，学习上也有进步，还能给予别人
适当的帮助。

毕业多年后，孩子遇到我，脱口而出的
第一句话就是：“蒋老师，真幸运能遇到您，
谢谢您！”这句话令我心里暖暖，倍感欣慰。

铅笔盒不见了之后……

班主任的关爱教育改变了“叛逆”的孩子

栏目主持人

记者 樊莹

特邀班主任

余姚市凤山小学 蒋玲波

当孩子出现所谓的
“不听话”“小偷小摸”等
“叛逆”行为，作为老师该
如何教育呢？当了20多年
班主任的余姚市凤山小
学教师蒋玲波认为，作为
教师需要思考适合孩子
的教育，以关爱的态度对
待学生，赋予尊严和价值
感，帮助其成长和转变。

课桌上的铅笔盒不见了

“蒋老师，小博（化名）在教室里哭得很伤心，说
妈妈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变形金刚铅笔盒不
见了！”一天早锻炼结束后，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
有学生急匆匆跑来说。

我放下手中的工作，起身进教室。教室里闹哄哄
的，孩子们交头接耳，看到我进来，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径直朝小博同学的座位走去。孩子眼睛红红的，脸
上还挂着泪水。

“小博，告诉老师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边安抚孩
子一边轻声问。小博回答道：“蒋老师，我记得很清
楚，新铅笔盒出去前还放在课桌上，回来就不见了。”
这时，小亮的同桌举手道：“老师，我看到小亮课桌里
有个新的变形金刚铅笔盒……”

话音未落，小亮大叫了一声，然后用力推了下同
桌。大幅度的动作，让课桌里的铅笔盒掉了出来。小
博一下子认出了，这正是自己的变形金刚铅笔盒，班
上的氛围一度有些紧张，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小亮。

行为背后渴望被关注、关爱

其实，小亮的情况比较特殊，单亲家庭出生，常
年跟着父亲生活。父亲忙于工作且脾气不大好，无暇
管孩子，常常是奶奶帮忙照顾吃穿。在这样的环境
下，孩子性格倔强、情绪不稳定，偶尔有出格的行为。

考虑到下节课马上要开始，我劝说学生好好上
课，铅笔盒暂时拿回办公室。午休时间，我单独找小
亮聊天。小亮一开始防备心很重，噘着嘴，一言不发。
我拉着孩子坐下“拉家常”，将紧张的氛围缓和下来。

“最近你总是闷闷不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今
天你拿别人的铅笔盒，背后是什么原因，能告诉老师
吗？”我用柔和的语气问道。

停顿了几秒，小亮突然眼眶湿润，哽咽道：“别人过
生日的时候都有父母送生日礼物，但我从来没有这些，
我想把铅笔盒拿回去告诉爸爸和奶奶，我也想要新铅
笔盒。”原来，他的异常行为背后是一种渴望得到关爱
的心理。

“这是别人的物品，没有经过物品主人的同意，
是不能随意拿的。”我说，“老师知道你很喜欢这个铅
笔盒，想借来看看，可是这个方式不对。一旦我们养
成坏习惯，久而久之，后果很严重！”

放学后，我给小博和小博妈妈说明情况，铅笔盒
继续放在办公室里。第二天早自修，小亮和小博两位
同学都在，我当着全班的面解释道：“因为小亮很喜欢
这个铅笔盒，想借过来看一下，但没有跟小博打招呼，
造成了误会。现在小亮想亲手把铅笔盒还给小博，并
表示诚挚的歉意！”在掌声中，小亮将铅笔盒物归原主
并说了“对不起”，小博同学双手接过后，接受了道歉。

帮孩子疏导情绪，打开内心

这件事后，我持续关注小亮。一天，我还
没走进教室，远远听到吵闹声。原来，小亮
不交回家作业，还乱扔本子，与小组长发生
了冲突，把小组长气哭了。

我把小亮叫到心理室。一开始他以为我
会严厉批评，低着头，直到我拿出一袋没吹
过的气球，他的脸上出现疑惑。

“小亮，我们一起来吹气球吧！”我提出
一起做游戏的建议，小亮愣了愣。见我开始
吹起来，他也接过一个没吹过的气球，一口
一口地吹，没一会儿小脸涨得通红。

这时，我说：“气球就像自己的肚子，如
果总是生气，就会‘爆炸’，对自己的身体造
成伤害。我们要以健康的方式消除心中的
怒气，如运动、深呼吸等。同时，还要想想这
件事是否值得你生气。小组长督促你交作
业，也是为了你好，你却反过来向对方大喊
大叫，是否应该呢？”

随后，我提出建议：“不愿交作业是不是
有题目不会做？来，拿出来，让蒋老师看
看。”我开始耐心地指导他完成作业，并嘱
咐他亲手交给小组长并好好表达歉意。小
亮回到教室后照做了。

后来一有时间，我也会利用放学后的时
间给孩子辅导功课，跟他谈心，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家人般的关爱，让孩子有了明显的
变化，看到我开始主动打招呼，在校表现也
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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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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教育方法，最好的教育艺术，都
根植于教师对学生无比热爱的炽热心灵
中。作为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要多一些宽
容，少一些埋怨，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闪光点，需要老师用心观察、正确引导，再
通过家校合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努力
促使孩子不良行为不断减少。持之以恒，让
孩子们觉得成长中能遇到我们是件幸福的
事，这才是一位教师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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