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班，有两位比较特殊
的孩子。小杨是一位活泼开朗的
女生，也是我们班的大姐姐。原
本应该上六年级，但因为一场重
病休学了，三年级转进我们班。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她的肚子上
有两道长长的，像蜈蚣一样的刀
疤，光看着就让人心疼。

还有一位男孩叫小昊，四年
级时因为和同学闹矛盾，发生了
肢体冲突，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和
小昊妈妈沟通了好几次。去年寒
假，小昊被医生确诊疑似抽动
症，今年暑假又确诊了哮喘，家
长既担心又焦虑。面对这样的特
殊孩子，作为班主任，我们应该
如何去做呢？

1.主动了解孩子的情
况，定期与家长沟通。

多给予孩子一些关注，有的
家长也会主动找到老师说明情
况，但有的家长可能不会找老
师，就需要我们把在学校观察到
的情况，主动和家长聊一聊。

尤其是身体有疾病的孩子，
其实家长对孩子的在校情况是比
较担心的，但是一直问老师，又
怕老师觉得麻烦，所以不太会表
露出来。我会在延时放学的时候
找两位孩子的家长聊一聊，简单
说说最近的情况，让家长知道老
师是关注、关心孩子的。

2.用心观察孩子的日
常，特殊情况及时反馈。

在四年级上学期，小昊同学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体
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是情绪不
稳定，特别容易生气，激动起来会
使用拳头。其次是会做一些奇怪
的行为，例如在早读时发出怪声，
往嘴里丢纸屑、瓶盖等异物，还会
展示给同学看，上自习时嘴里嘟
嘟囔囔的。当我发现小昊的这些
举动时，我立刻进行了纠正，可没
过一会，他又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我把情况反馈给了小昊妈
妈，起初我们都以为这是孩子想
博取关注的举动，一段时间下来，
小昊妈妈发现孩子在家里也会有
这种行为，甚至在寒假写作业时，
开始出现手脚抽动的情况，立刻
带去上海检查，疑似抽动症，医生
说老师反馈的在校情况都属于前
期症状。这也让我意识到，学生在
校有特殊情况时，及时反馈给家长
是多么重要。在接受了半学期的
治疗后，小昊的情况也好了一些。

3.尝试自然地和学生
聊天。

老师找学生谈心，大多是直
接把孩子叫到走廊或是办公室，
但是学生都会表现得比较忐忑和
紧张，担心自己是因为犯错才会
被老师约谈。对于特殊的孩子，
我们更应该找准时机，自然地和
学生搭上话。

记得四年级的冬季运动会，
班级要选拔长跑运动员。我看到
小杨趴在窗边，有些落寞的样子。
我悄悄走到她身边，看了看窗外的
景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就问她：
“外面有什么呢？看得这么入迷？”
她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我就随便看看，袁老师，跑
800米要绕着操场跑几圈呀？”我
突然反应过来，小杨想参赛，但是
她的身体……我小声问她：“你是
不是也想参加运动会？”她点点头：
“但我妈妈不允许我参加。”我突然
明白，小杨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她
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不
一样，也可以跑跳。我对她进行了
一些开导，鼓励她耐心等待身体恢
复，在可承受范围内适当运动。

从那以后，不管是在大课
间，还是在走廊上，只要看到她
独自待着，我就会像朋友一样和
她交谈一番，了解她的最新想
法。只要多一点关心，就会多一
点爱，老师对学生如此，学生对
同伴亦是如此，教室就会变成一
个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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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活水”，发挥“特殊学生”优势
□人民路小学 王文洁

苏霍姆林斯基曾言：“只有
当每个少年从这儿那儿得到‘活
水’，他们的才干才能发挥出
来。”每个班总有那么几个特殊
的孩子，他们常常让人头疼，教
师虽付出很多努力，却收效甚
微。我的班里也有这么一个孩
子———小付，一个在校小有名气
的学生。今天，我来说说平时怎
么与他“过招”的。

在知晓任教这个班的数学之
后，我第一时间与曾教过该班的
老师取得联系，了解不同学科不
同年级时这个孩子的特殊表现，
了解其“特殊”情况的演变过
程，做好学生个案分析，寻求解
决方案。

小付常常欺软怕硬。对于这
样的孩子，如果第一次见面给他
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那他
势必会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
会认为你“好欺负”，不敢把他
怎么样。所以，开学报到那天，
我从进班开始就一直站在他桌
子边上，我也没有说很多的话，
只是在他做小动作时眼睛盯着
他看，在他与其他人讲话时敲
敲他的桌子，在他想要下位置
时堵住他的去路，在他不断问
我“干什么”的时候保持沉默。
通过这些行为向他传递一个信
息，那就是我“不好欺负”。只
有让他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
识，树立了威信，在之后的交流
中才能掌握话语权。

一个学生为什么会被定义为
“特殊孩子”呢？是因为他在某
些方面有别于正常人。结合多年
教学经验，也接手过一些特殊孩
子，我发现了他们的“特殊”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势，小付同
学亦是如此。

开学第一周，我借助各种机
会观察他上课、下课、出操、吃
饭时的表现，关注他与人交际时
的表现，也借助课间、午睡、
作业辅导这种单独的机会与之
聊天，以不经意的方式发现其
特长。经过一周的努力，我发
现了他在观察同学方面有着独
特的优势。周三饭后时间，他
坐在我旁边写着数学补充习题，
虽然十几分钟过去了才写了两

道口算，但我并没有催促他，而
是批改着其他同学的作业。当我
叫学生上来改作业时，他总会有
意无意地插上两句嘴，或是说小
冰同学最怕老师给他妈妈打电
话。他总能一下子说到我想要了
解的内容，可见他平时对同学的
关注度极高，甚至知道同学的
“软肋”，还能给我出出主意。于
是，他成为我了解班级学生的突
破口。他也很乐意跟我说这些事
情，而我也借此与其建立了一种
特殊的师生关系。

一周的时间不足以让我
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却
能让我找到与其建立
和谐关系的突破口，
为之后的教学奠定基础。
在教学中，对待这些孩
子，我们不能像往常一
样对他们提出过多要求，

而需要适当地降低期望。对小付
来说，在课堂上能安安静静上
课，课后能在辅导下完成当天的
基础作业，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了。而其他更高的要求，则可以
适当地缓一缓。始终保持平常
心，才能做到遇事从容不迫，待
人张弛有度。

这个家伙可谓是“劣迹斑斑”，不
写作业、装病逃课、请假溜出学校看
电影首映、帮着同学考试作弊……这
样一个“坏孩子”长大后会变成什么
样？如今的他，是名嘴，是人大代表，
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就是

国民天团“央视 boys”之首———
康辉。读着康辉老师的成长史，
再来看教室里的几十个孩子，是
不是就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无限可
能性？那么，如何让孩子们的潜
力生发呢？

多点关心，多点爱
□人民路小学 袁可亭

“不愧是葛老师的兵，站得这么
直！”
“不愧是我们一（4）班
的孩子，懂得欣赏，
能发现别人的优点！”
“你的作业太漂

亮啦！干净、正确、美
观！我一定要让每个
人都看到！”

“你会认真听老师说，会认真听同
学说，难怪越来越聪明！”
“你昨天哭了 30分钟，今天只哭了

10分钟，进步不小呀！”
“他一写完字就坐端正，看着老师

发送暗号！太有魅力了！”
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又有谁不喜

欢真心的夸奖呢？用赞赏的方式将规矩
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让被夸奖的孩子
产生足够的自信，让其他孩子争相效
仿，在班级形成一股向上向善的风气。

三、赞赏立规

一年级的孩子精力充沛，想让他们
安静下来，在座位上练坐、练站就可以
了吗？不是的，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科
学研究表明，孩子的抗疲劳能力堪比铁
人三项选手，这个年龄的孩子“充电五
分钟，通话一小时”，他们有太多过剩精
力。“大禹治水”，“疏”而不“堵”或
许能给我们启示。
上课时，设计有趣的游戏，让刚刚

从幼儿园进入一年级的孩子持续端坐听

40分钟的课，仿佛天方夜谭，所以我们
可以在课中设计与当堂课程内容有关的
游戏。比如说反话、不倒翁、切水果、
手指操等。

下课了，带着孩子一起玩。跳房子、
钻山洞、跳长绳……在场地允许的情况
下组织安全的游戏。上周，我奖励班上
“大拇指”多的孩子玩跳地毯，只有两个
条件，一是不争不抢排队玩，二是毯子
上只能有一个人，等前一个人跳下毯
子，后一个人才能跳上去，否则淘汰。
孩子们为了能玩到游戏，都听懂了，也
做到了，个个眉开眼笑，直呼好玩！

一年级的孩子好动活泼，没有很强
的时间观念、行为规范，上课后久久静
不下来，窗外的风吹草动、东西掉落都
有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甚至
引起骚动。自习课就更不用提了，像菜
场闹翻天，这其实就是少了一股静气。
自习课上，播放轻音乐。孩子们可

以在音乐中写作业、阅读、趴着休息，

甚至在音乐中轻声交流。唯一的要求就
是你发出的声音不能超过音乐的声音，
不然，好听的音乐就会和大家再见。

吃过午饭，开启“睡前故事”。刚开
始，故事的声音会有点大，可能去上厕
所的孩子都能听到，用故事的声音催促
他们快快回教室比老师的口令有用多
了，等到孩子们慢慢安静下来，我就会
把故事的声音悄悄降低，等到午睡铃声
响起，我们班大致已经达到“落针可闻”
的地步。

二、活力养智

一、静气生慧

守一颗心来 等一朵花开
□人民路小学 葛莹瑕

一、做足准备，化被动为主动

二、树立威信，掌握话语权 三、寻找突破口，变“特殊”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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