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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老师的班上，每个学生都有周
记本，那是孩子们和张老师讲悄悄话的
地方，也是张红在班主任岗位上22年辛
勤耕耘的带班技巧之一。

“年轻时总有这样的疑惑：那些临近
退休的女教师，为何总能用几句细声细
语的悄悄话，让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大个
子顺从地听了话。而今，自己在这个岗位
上干了 20多年，才慢慢有所悟。”张红
说，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唯有心意相通，
才能更好地引领孩子成长。

她让孩子们把开心的、不开心的事，
用笔谈的方式写给班主任老师看，内容
可以无所不包。每篇周记，张红都会仔细
地回复、点评，有时候，红色的批改内容
比周记本身还长，那里面，有学习方法的
指导、心理困惑的引导、同学交往的指导
等，这是师生之间最好的沟通。

有时候周五忙到最后一刻，累得已
精疲力尽，但突然想起还没读完学生们
写的那些悄悄话，张红会毫不犹豫地留
在办公室加班加点。“班级管理，没有绝
对的方法论，更不是简单的经验谈，有的
是基于真心为孩子着想的细心与用心。”
张红善于“共情”与“理解”孩子，尊重孩
子的个性与差异，她是孩子们的陪伴者
而非改造者，日常相处时，促膝长谈间，
一起玩、一起笑的那一刻，师生间的信赖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善共情能理解
学生喜欢和她讲悄悄话

她是这样的点灯人

“我一般不去想这件事完成会

有多么累，只想着眼前这一步怎么

去解决。”“当被动接到任务时，我习

惯了‘事中学’，寻找主动、积极的生

长点，进步就是这样来的。”“在做活

动时，我会不断地产生想法，总结理

念，这就是一种收获，不然可能只会

收获‘我好累’。”张红老师在采访中

思维活跃、金句频现。

1999 年毕业的她，前 13 年的

“最青春”时光在余姚农村度过，乡

村小学淳朴的人文环境和相对匮乏

的教学资源，炼就了她纯粹的教育

初心和勇于创造的教育个性。2012

年来到海曙外国语学校后，她不仅

在自己班级的“一亩三分田”里精耕

细作，还在更大的平台上释放出敢

挑重任的吃苦精神和敢于创新的艺

术才华，成了家长们信任的老师，师

生心目中的“张导”。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为了挖掘、宣传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来自基层一线
的“四有”好教师，本报开设了

《点赞好老师》专栏。如果你身
边有这样的“四有”好教师，请
家委会赶紧给我们发推荐信
吧。

征集邮箱：
xiandaijinbao@qq.com（标

题上请备注“征集好教师、学
校名称”字样）。

张红 42岁
海曙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曾获得宁波市优秀教师
海曙区首届名班主任

她勇于创新，不怕吃苦，是
学生心目中的好班主任，是同
事眼中富有艺术才华的“张导”。

推荐理由

班级里开展厨艺大赛，课桌
上摆起了电磁锅，同学们炸肉丸、
炒青菜、煮面条等，一个个小厨神
引来全班艳羡的目光，极大地彰
显了“劳动光荣”。孩子们在小组
合作、家校联动、共享美味佳肴的
同时，班主任张红又适时开展“食
文化”主题班会，从食材的四季有
别、烹饪的色香味美感，讲到医食
同源的健康理念，让学生们的收
获远不止是舌尖上的美味。

像这样的班队活动，张老师常
策划、常举行。比如，在中秋节、重
阳节等传统节日来临前，让同学们
分享各地的节日习俗，感受中华民
俗文化；开学时转来了新同学，全
班举行一场迎新联欢会；配合学校

“光盘”行动，班上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演讲比赛……张老师善
于“抓时节”“抓时机”“抓主题”，尽
可能地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丰富
孩子们在活动中的成长体验。

谁 都 知 道 举 行 活 动 比 较
“烦”，从撰写活动方案、置办材
料，到各个环节的沟通、对接等，
班主任要操心方方面面。但张老
师宁可累点、忙点，也要多办活
动。一方面，她认为，班主任是学
校德育工作真正落地的关键一
环，而在活动中进行德育、劳动教
育等育人工作，肯定是最高效的；
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学生玩得好
一点”，现在的孩子忙得没有时间
玩，所以，张老师不仅从不占用班
级的活动课，而且把每一节活动
课都上得有声有色。

善于“在玩中育人”
班级活动又多又好玩

张红老师是个话剧迷，业余时
间最喜欢看剧放松。她把这项个人
爱好带入了班级，让孩子们从小感
受艺术的魅力。

其实，一开始是“无心插柳”，
张老师指导孩子们排了个童话剧
《狐狸和乌鸦》，希望自己的班级能
够在校艺术节上展示风采，没想到
这些一年级小朋友在台上的表现
让全校师生惊艳！这之后，校运会
开幕式、校园课本剧排演、学校周
年庆的演出等，同事们都会想到张
红。她成了学校的“艺术老师”“张
导”，取得的成绩也很亮眼：

2016年央视“童心进校园”节
目组进校，孩子们的经典诵读《木
兰辞》得以在央视露脸，还得到了
鞠萍姐姐的指导；2018年秋，海曙外
国语学校的朗诵表演《梦游天姥吟
留别》，代表宁波市参加了全省“唐
诗大会”的比赛，一举获得第二名的
好成绩，当时张老师接到参赛任务
时只有短短不到20天的创排时间；
2021年春节，张老师编导的年段师
生合作表演的抗疫主题节目《致敬，
英雄》受邀登上了甬派春晚……

对张红老师来说，“跨界”并不
容易，每个节目在排演中涉及的领
域有多广，她这个“草根编导”要学
的东西就有多少。但她说：“我一般
不去想做这件事会有多累，只想着
眼前这一步怎么去解决。”这也得
益于她早年在余姚三七市镇三所
乡村小学的从教经历，由于当时教
学资源的匮乏，身为语文教师的她
兼任过音乐老师、英语老师、美术
老师等。没有教具，用泡沫板、电脑
刻字等，自己做；不会弹风琴，自己
学，好在读师范院校时学过钢琴，
音乐基础还是有的。“当时就是这
样，条件比较艰苦，但也看到了很
多淳朴、美好的东西。”这不仅坚定
了张老师教书育人的初心，也培养
了她勇于创新的工作能力。

如今，加班加点成了张老师的
家常便饭，一项项任务接踵而来的
时候，张老师真的会废寝忘食。但
每一次看到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孩
子们，她说“幸福感还是盖过了一
切”，因为艺术可以丰富孩子们的
精神世界，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有
趣，她愿做这样的点灯人。

不惧辛苦“跨界”
愿做孩子们的点灯人

一路引领和陪伴，让张红老师
赢得了孩子们的信赖。在学生眼
里，张老师是“说一不二”的，“雷厉
风行”的，“谈笑风生”的，“博学多
才”的……班主任日上，孩子们用
稚嫩有趣的诗歌、深情诉说的PPT
故事，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在同事们口中，张老师则是
“热情、阳光”的，因为她乐于分享。
无论是教学中的体验感受，还是课
堂里的点滴经验，张老师都会真诚
表达，乐于交流。作为校班主任工
作坊的一名“导师”，她也活跃在工
作坊的“练兵”中，参与讨论，陪伴
操练，出谋划策，贡献智慧。

而在张老师看来，这些也是自
我成长的一种方式，“和同事、同行
的交流中，我也会学到很多啊”，有
点理想主义的张老师，总是化被动
任务为主动学习，在“事中学”成就
了她的达观和热情。她说：“‘情怀’
一词，不敢宣之于口，却至今仍涌
动在胸口。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
是让工作变得有趣的秘密武器！”

让工作变得有趣
她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让孩子的灵魂变得有趣
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