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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世界充满“黑色”

一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小男孩，
画作永远都是以黑色为底色。美术课
前，朱老师抱着一叠图画簿来到教
室。她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递给我：“黄
老师，你们班小M可能某些方面存在
着问题，你看他的画。”画上只有两种
色彩——红色与黑色，粗线条的构
图，而且线条的密度很高，整个画面
充斥着暴力与对抗的元素。

回想起这学期开学没多久，隔壁
班的班主任来“抱怨”：“黄老师，你们
班的小M同学经常要打我们班的小
沈，他都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当
时，我赶紧找到小M了解情况。刚开
始他什么都不说，呆呆地看着，过了
好久才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是在玩僵
尸游戏，把那个男生当僵尸打了。

从孩子的画，到攻击其他小伙
伴，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
我和副班主任上门与小M的爸爸交
流。出乎意料，小M的父亲聊起孩子
在家的表现有些习以为常，家门口玩
闹中打伤其他孩子成了家常便饭，一
到桌前学习便开始头疼……那次家
访，小M在一旁自顾自地玩着乐高，
偶尔抬起头向我展示他的宝贝造型：
一个乐高小人踩在另一个乐高小人
的背上。

他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

绘画是孩子对世界理解的一种
映射，而这样的理解同时表现在他的
行为习惯上。关于小M打人、踢人的
小报告隔三差五便会传到我的耳中，
小M的父亲也常和我聊起他对孩子
可能会有伤人举动的担忧。一个七岁
的孩子身上为何会隐藏着如此暴力
倾向的因子？作为班主任，我有责任
去剖析孩子行为背后的成因，并对症
下药。

在家访中，我了解到小M的成长
环境很特殊，妈妈常年不在家，爸爸
一个人带孩子力不从心，因为脾气不
好，动不动便是靠打孩子来教育警
示，常常吓得孩子说不出话来。

后来，这位父亲索性把孩子全权
“交付”给托班的老师，周末才可能接
回家一次。刚开始全托生活的时候，
小M闹了好几次情绪，脸上满是强行
分离的不安，说自己想爸爸了。集体
活动时，孩子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经
常一个人走开去，自顾自地蹲在地上
研究小虫子，别人叫他，他也不理，完
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母爱的缺失，父爱的“减位”，让
小M的不安全感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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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缺失父爱“减位”
这位老师读懂孩子的叛逆

让“黑色系”绘画里
开出多彩的花朵

班主任说
家庭环境对孩子影响的特殊性，恰在于其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双减”之下，多出了许多亲子共处的时

间，这样的宝贵时间可以怎么利用来促进亲子关系的融洽呢？我和小M的父亲提议：和孩子一起做绘画游
戏，通过亲子共处时间，表达温暖的父爱，让孩子柔软下来。

看着孩子一点点成长和进步，我很欣慰。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幅画，用怎样的画笔来描绘，就看老师和家长
如何陪伴，怎样引导。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永远都是孩子们坚实的后盾，期待每个孩子能绘成五彩缤纷
的人生画卷。

这样一个内心充斥着不安与
躁动的孩子，要怎样柔软他的内
心，让那一幅幅黑色图画变得鲜
活生动起来呢？经过一段时间持
续观察和多渠道沟通，我决定从
学校、家庭和个人三方面入手，逐
步打开小M的心扉。

第一步 沟通在前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个体。要想理解孩子的行为，需
要全方位地了解孩子在家庭、在
学校的诸多表现。如果我一个人
去探索可能只看到孩子的一个
面，因此我借助学校德育导师团
的力量，和任课老师、家长多方
沟通，通过线上联系和实地家访
等方法，多角度了解孩子。“双
减”之下，家校作业沟通减少，
更加需要加强联系，及时关注孩
子的状态。

开学两月有余，小 M 的父
亲成了我的“常用联系人”。学
校里孩子的表现，我会及时和他
沟通；他也会把孩子在托班认真
学习的视频转发给我，一起关注
孩子学习生活上的进步，一起帮
助孩子努力改变不良的行为习
惯。我也常常和任课老师们聊聊
小 M 在各门课上的表现，发现
问题一起商量。

第二步 发现亮点

信任是接纳的前提。要想关
闭心门的孩子接纳身边的人，首
先便要努力与他建立信任感。适
恰的关怀与谈心是建立信任感
的不二法门。平日里，我会根据
情况和小 M 单独聊几句，听听
他的心声。课间遇到了，我也会
和他打招呼。慢慢地，刚开学那
会儿一犯错就闭口不说话的小
M 愿意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
有时还会来找我聊天。

同时，我会有意识地发掘他
的闪光点，从而激发他积极正面
的发展。一个傍晚，其他孩子都
去参加体育活动了，只留下要提
前接走的小 M。没想到整完书
包后，孩子就主动拿起扫把，开
始打扫卫生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大大地表扬他，夸他是
劳动小能手。当大家自发的为他
鼓掌点赞时，我看到了小 M 眼
中闪亮的光芒。

第三步 找到期望点

适恰的期待能大大激发孩
子的主动性。一天早上，小 M 出
操排队时特别配合，我趁热打铁
鼓励道：“今天小 M 同学出操表
现很好，我要奖励他做今天的小
小安全员，相信他一定能维护好
我们班的秩序与安全！”听到老
师如此肯定的期待，小 M 的腰
杆挺得更直了，眼神也更坚定
了。一直到傍晚，关于他伤人惹
事的小报告一个也没传来。回家
前，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今天他
提醒了好几位小朋友注意安全！

一个小小的期待，大大激发
了他的自我效能感，让他感受到
了自己的价值。

因为小 M 对绘画特别感兴
趣，我便和美术老师商量，努力寻
找机会，给予成功的体验。记得一
次课后，小M兴冲冲地跑来告诉
我：“黄老师，刚刚朱老师表扬我
了！她说我的图画颜色变多了，画
得很好看！”我一脸惊喜地回应
道：“哇，太棒了！老师相信你一定
会画得越来越漂亮！”没想到美
术老师小小的一个表扬，就让他
兴奋了好久，一整天的表现都很
积极。在多方协作下，现在孩子
的一些具有暴力倾向的行为习
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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