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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这种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造成
被攻击学生紧张焦虑。对攻击者而
言，如果不加干预，会逐渐形成以攻
击性行为解决问题的习惯，甚至产
生更严重的后果。

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我采用
“班级剧场”沉浸式干预模式，以《小
西想找个好朋友》为主题，将真实的
问题通过复盘嵌入到剧场中，不断
让“画面”定格，重新梳理自己和他
人的心路历程。

在序幕演出中，同学们分角色表
演了小西冲动性行为的起因。

因为小西起床晚了，被火爆脾气

的爸爸暴揍了一顿，心情很郁闷，做
作业时发现自己没带水笔，在没有经
过同桌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夺走了同
桌的水笔，同桌进行交涉，三言两语
过后，小西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一场
不和谐的事件即将爆发……就在此
刻，我喊“停”，剧目“按下暂停”。

我请小西带着“我为什么会去打
同桌”这一问题出发，从自身角度剖
析，写下事故发生的原因。他说道：

“我醒得晚了，被爸爸打了一顿，心
情糟透了。做作业的时候因为没带
笔，就随手拿了同桌的笔，同桌说了
我几句，我一下子火大了。”

幼儿园、小学低段孩

子往往有冲动盲目的特

点，如何认知与管理情

绪，是他们普遍面对的问

题。在这个阶段，如果家

长引导得当，小朋友融入

集体的过程轻松且愉快。

如果家长引导不当，就会

造成小朋友在集体生活

中格格不入。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宁波实验学校王寒玉老

师具有丰富的班主任工

作经验，她通过“班级剧

场”复盘攻击行为过程，

并在关键处喊“卡”，引导

学生觉知情绪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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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寒玉

上师大附属宁波实验学校

特邀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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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孩子如何认知与管理情绪？

用班级剧场帮“暴戾男孩”蜕变

小西（化名），男，9岁，从
小就有行为冲动的倾向，一
年级时几乎“招惹”过全班学
生，曾经用铅笔划伤过一女
生的手臂。

随着年纪增长，他在上
课时间时常坐着发呆，或者
自顾自玩耍；但一下课就来
了精神，拿着他的水壶开始
了“表演”：突然往同学身上
洒水，有时直接过起了“泼水
节”，全班的桌子、椅子都遭
了殃。除了这些，他还玩起了
学习生活用品“大漂移”：将
A的书塞到B的课桌里，把C
的水杯放到D的书包里。当
同学和老师指正他的错误
时，他却不以为然，甚至有些
幸灾乐祸。

上课发呆
下课“恶作剧”他

的
故
事

为什么小西会有攻击行为？我家
访得知小西的父母离异，衣食起居
都由年迈的爷爷照顾。爷爷觉得小
西缺少一般孩子该有的爱，从小就
无原则地退让，无原则地满足孩子
的需求。而小西的父亲则相反，常年
不在家的他一回来，就用强制方式
教育孩子，要求必须听自己的话。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成长的小西，
慢慢学会了以控制他人达到自己目

的的方式，模仿父亲的行为到处去
发泄自己的压抑，任意欺侮别人，甚
至威胁别人。

到了校园，小西从个体生活到了
集体生活，他与同学之间的交往方
式屡屡受挫，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帮
助和正确引导。当小玩伴一个个避
而远之时，他的情绪得不到排解，于
是就改用攻击或抢他人的东西，进
一步激发了他的攻击性行为。

我
的
探
究

面对学生因家庭教
育不当而导致内心无法
排解情绪，该如何帮助、
介入呢？班级剧场是一个
很有效的平台，它非常直
观地呈现了攻击性行为
的危害，能够达到让学生
自我启发和自我教育的
目的。不管是观看表演还
是参与表演，学生都能获
得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表
演完后，学生分享自己的
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思
考、总结、反省，从而发
现自己身上的攻击性行
为并有效改善它。比起传
统式的说教或者批评，剧
本演出的方式更加生动，
效果更佳。

通过《小西想找好朋
友》的互动表演，小西开始
重新认识自己，愿意改变
自己。他尝试在父亲骂他
时积极和爸爸进行沟通。

一个周末，我接到小
西爸爸的电话，他告诉
我，父子间进行了友好交
谈，关系得到缓和，小西
想 要“ 和 同 学 好 好 相
处”。我建议小西爸爸引
导孩子把大目标拆分成
一个个小目标：第一步，
做到礼貌面对同学，第二
步，主动和同学打招呼，
第三步，和同学友好地交
流沟通……日积月累，小
西的改变有目共睹，和同
学间的友情正在增长。

我
的
行
为

特殊环境下生活 小男生有“戾气”

通过“班级剧场”复原“暴力场面”

剧情的第二幕往往是矛盾的发
展和高潮，而对于学生攻击性行为
而言，考虑到孩子易模仿和二次伤
害的隐患，需要对这一幕作艺术处
理。我经过调查，得知小西在情绪失
控后，拿水笔当武器，对着同桌的脸
乱舞，以致同桌的脸上留下好几条
笔痕，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最后
用水笔扎其胳膊，导致同桌胳膊受
伤。

这样的一幕如何编剧呢？我反复

思考后，确定“让水笔来说话”带动
剧情的发展。于是，《小西想找好朋
友》第二幕，扮演“水笔”的学生讲述
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为学
习工具的自己却被当作攻击武器的
无奈和委屈。待“水笔”讲述完，我采
用“让物品站出来”“让内心的天使
和恶魔对话”“旁观者的观察”等方
法，让剧情在此刻继续演绎，更重要
的是攻击方能从更多角度洞察自己
的行为。

第三幕是事件发生后，聚焦到同
桌、同学、老师、家长等人是如何反应
的，其目的是让当事人记录其攻击行
为造成的后果。在剧中，受伤后的同
桌表情狰狞、倒在地上大声痛哭。班
主任一到现场也被吓得不轻，赶紧扶
起伤者送卫生院进行包扎。闻讯赶来
的伤者父母强忍怒火，细心照料自己
的孩子。小西的父母不停地向伤者及

其父母道歉，像个犯错的孩子接受着
各方的数落……作为“旁观者”的小
西，显然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后果，他
先感到惊讶，后开始为自己的错误行
为感到羞愧。

攻击者往往对自己的攻击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认识模糊，需要将他在
攻击后的多方矛盾体激发出来，犹如
注入一枚强心剂，感化他的同理心。

让“水笔”说话带动剧情

“放大”受伤害者情绪 激发同理心

他
的
改
变

戾气男孩
变得温和了

班主任说

学生在班级剧场
自我启发和思考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