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始终坚信，每个孩子都是
好孩子，他们身上都有或多或少
的“闪光点”。只要老师善于挖掘
闪光点，孩子们就能真正“发光”。

班主任说

A

缺爱、叛逆、不愿沟通……这样的
学生对每个班主任来说都是比较棘
手的。班上曾有一个学生叫蔡原（化
名），是个家庭离异的孩子。由于家里
无人照看，心理处于一种缺爱的状
态。他有很多“逆反”的表现，比如和
社会人士交往、早恋。有一次，他甚至

“为爱出走”，把大家急得团团转。
就在大家四处焦急寻找、毫无所

获时，蔡原竟然主动先回到了学校。
我下课回到办公室，走到门口，就看
到他穿着一身略脏的衣服，低着脑
袋。当时我想：该说些什么？千万不能
因为言辞不当，又把这个孩子给说

“跑”了。
我心里明白，蔡原出走就是逆反心

理的一种体现，对于他这类孩子，如果处
理不当，很可能因为过早地步入社会，在
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迷失自我，误入歧途。
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老师家长的适当
引导，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那么，该如何照亮他“回家的路”
呢？我细想着平时这小子的点点滴
滴，他是个讲义气、有班级荣誉感的
孩子。哪怕犯错了，每次对待老师的
批评教育，他都会诚恳地认错。与他
的家人电话交流后，我还得知他平时
很孝顺姑姑。

我决定抓住这些闪光点，让这迷
途的羔羊找到正途。我心平气和地与
他谈话，夸奖他是一个孝顺的、懂得
感恩的好孩子，蔡原慢慢打开了心
扉。“没人在意我，对于家庭而言，我
可有可无，还是和朋友在一起开心。
当我开心玩耍的时候，看到了老师和
姑姑的短信。你们的担心让我有很强
的负罪感，所以我选择回来。”

在了解到主要信息后，我心疼这
个孩子缺乏亲情的滋养，便陪同他去
了政教处，希望学校暂时不要给他处
分。同时建议他住到姑姑家，由姑姑
负责他的日常生活，他同意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蔡原的姑
姑经常电话沟通，及时“互通”重要信息，
发现他一有进步，就一起表扬他。

慢慢地，蔡原变了，虽然还有这样
那样的小错误，但学习状态明显不一
样了。在一次写作中，他写道：“我知
道自己现在基础很差，有时感觉学习
很累，但我知道老师和家人都很爱
我，我会努力的！”

我在作业本上回应他：“老师知道
你是好孩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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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琴老师是学生眼中“体

贴知心的大姐姐”“严慈相济的

刘 姥 姥 ”“ 风 趣 幽 默 的 刘 警

官”……2004 年参加工作以来，

她已在班主任岗位上工作了 17

个春秋。

“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

得到尊重与欣赏，没有赏识就没

有教育。”这句话是刘惠琴的座右

铭，她也一直践行着这个理念。她

特别善于观察学生、发现学生身

上的闪光点，有意识地引导他们

去发扬优点，从而让每个学生都

能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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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善于捕捉“闪光点”
让每个学生都能闪闪发光

面对来自异地他乡的孩子，
我总是会多关照几分。因为我发
现，大部分异地就读的孩子内心
都比较胆怯，性格内向。如果不
多留意，这些孩子就是班上的

“小透明”。
班上一个学生卓文（化名）

来自四川，内向文静，聪明乖巧。
但严重的偏科使她整体成绩止
步不前。有一段时间，我多次找
她谈话，给她讲“木桶效应”，分
析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但效果不
明显。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谈话后
她似乎变得更内向了，每次一见
面，她都是马上低头，似乎不敢
对视。这可如何是好？认真思考
之后，我决定想办法挖掘她的闪
光点，帮助她建立自信，唤醒“更
美的自己”。

常规的习作课，我将她的作
文拿来当范文；课堂上，有点难
度的题目，我就用鼓励的目光看
着她，当她似有想法时，我便及
时引导，大力表扬；校内、校外的
征文比赛，给予她机会；当她在
各次比赛中小有收获时，在全班
同学面前给予表扬。

渐渐地，卓文开朗了不少，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任课老
师都夸奖她进步很明显。

班上也不乏被祖辈们宠
爱“过头”的孩子，他们常常
表现出不知天高地厚的样
子，看起来很“社会”，但内心
其实非常单纯。

朱涵（化名）就是这样的
一个学生。由于父母外出打
工，他便一直被寄养在姥姥
家。外公外婆很宠爱他，久而
久之他就恃宠而骄，休息时
经常外出，和所谓的“哥们”
一起出入娱乐场所。

人总是有惰性的，再加
上这个年纪的孩子本来就容
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吸引。他
变得越来越懒，作业经常是
应付了事，且字迹潦草。“我
懒得做作业，没意思。”朱涵
对学习毫不在意。

我很苦恼，虽然平时没
少给他“耳提面命”的教导，
但收效甚微。他在校一套，在
家一套，大有“混毕业”的模
样。我该如何拯救他？

有一次在布置教室时，
墙上缺少几朵“花”。朱涵平
时在班上人缘还不错，就有
不少学生推荐他来剪花。平
时咋咋呼呼的他，三下两下
就剪出了逼真的花，在同学
们的称赞下，他居然有些脸
红了。

自此之后，朱涵获得了

“花娘”的美称。这小子也挺
大度，对于这一看似有损男
子汉气慨的称呼从不计较。
我就抓住他这一闪光点，让
他参加校艺术节，没想到还
获得了不错的奖项。获奖后
的他似乎更自信了。这种自
信跟他以前很“社会”的那种
呼朋引伴的自信不同，是一
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于是，我适时找他聊天，
肯定他身上的诸多“闪光
点”，特别强调他的手巧，建
议他中考时可以选择磨具制
作专业，一来能发挥他的特
长，二来这一工种的待遇很
不错，但前提是文化课成绩
要达到一定的分数。我给他
分析现状，细化到每门功课
应考几分，让他找到努力的
方向和动力。我看到他的眼
睛亮晶晶的，好像燃起了对
未来的希望。

在谈话后的一次早自习
中，我发现朱涵主动地帮语
文课代表整理作业。这个小
行动对其他同学来说可能不
算什么，但对他而言却是不
小的进步，至少表现了他要
开始学习的意向。他的点滴
进步我都看在眼里，我也一
直陪伴着他，让他的生活回
到正轨。

遇上“缺爱”的孩子
用“闪光点”
照亮“回家的路”

遇上“被宠坏”的孩子
用“闪光点”点亮“理想的灯”

遇上“孤僻”的孩子
用“闪光点”
唤醒“更美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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