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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海探航

柳同学的故事
□卢家巷实验学校 刘海明

关注问题生
享育人之乐
□牛塘中心小学 蒋燕波

用心灵碰撞心灵
□厚余小学 陈薇

但凡教过六 （3） 班的
老师，对这个班里一位叫
“W”的学生肯定印象深刻，
着实是一位令人头痛的孩
子。说到他的“拖拉劲”，
有的老师恨不得牙齿咬得吱
吱响，但拿他一点招都没
有。我也深有感触。通过我
的观察，发现孩子悟性极
高，聪明有余，但勤奋不
足；书写端正，速度却缓
慢。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出
现要求完成的事情就是不做
的情况，老师苦口婆心与之
谈心，奖励惩罚，花样百
出，各种方式都试过，孩子
就是没有什么触动。很多时
候，把孩子的不良表现反馈
给家长，爸爸的方式比较简
单粗暴，一顿毒打，但过后
孩子仍旧我行我素。

上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天气比较寒冷。一天，W的
家庭作业又没有完成，课默
因为没有在家抄好中文，结
果来不及默写，默得一塌糊
涂。我利用课余时间，将他
请到了办公室，让他坐在我
办公桌旁补作业。他说肚子
疼。我感觉：不论孩子是不
是撒谎，我都需要先信任他。
我问他：你早饭吃了吗？是
不是饿了？他回答：不是。
我又问他：昨天有没有受凉，
想不想上厕所？他又否定了。
我把自己的热水袋灌满了水，
让他放在腹部，过了大半节
课，他说好多了。那天他的
作业写得特别认真。

为了鼓励W的进步，我
专门给他准备了“好行为
本”。这是一本专门记录孩子
白天良好行为的本子，每天
都记录。例如：W 今天 A 本
抄写，字迹端正，书写规范；今
天，W课堂听课专注，积极回
答老师的问题；W 的默写与
昨天相比，已经有明显进步
了，家长记得给他点赞……每
周会让孩子带回家，让家长
签字。这本本子，一写就是

一年。我用实际行动告知孩
子：我在天天关注着他，老
师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进步。
为了了解W同学很多行

为背后的真正目的，2019年
9月 14日，我对孩子进行了
家访。
见到W妈妈时，我看到

的是一脸的疲惫。W的家庭
经济状况并不是很乐观，母
亲是外地人。三年前，W家
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因为
老二的诞生，家长对W的关
注大大减少。这是孩子这些
不良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尽管孩子本身也没有意识到。
但他的确通过这些不良的行
为，获得老师、同学和家长
的关注。
一次，因为多位同学没

有提早抄写好默写的中文，
我利用课上的时间，全班讨
论：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
看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待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老师，
你希望当学生出现此类现象
时，老师如何处理，更有利
于解决问题。

通过讨论，孩子们各抒
己见。不仅如此，班里课默
不提前抄写中文的现象明显
减少，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同
学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些
不抄写中文的同学也通过这
次讨论获得足够的关注，并
且知道：如果再想通过不抄
写中文获得别人的关注，已
经行不通了；如果想获得更
多关注，就需要表现出更有
建设的行为，也就是好的行
为。因此，通过这样的班级
讨论，非常有效地改变了班
里的某个特定的不良现象，
使不少同学不断取得令人欣
喜的进步。
我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

努力，用我们的心灵碰撞另
一颗心灵，用心思考和分析，
用心探索和实践，赢得孩子
的真心，从而获得良好的职
业成就感和幸福感！

新学期接手原七年级（3）
班的数学教学［当然现在是八
年级（3）班了］，班上有个男
生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叫柳某辰，名字颇有点
文艺范，长得也英俊潇洒，叫
声“帅哥”恐怕没人有异议。
就这么一个“帅哥”，看看他
的上次期末考试成绩倒着实让
人吃惊：20 分！接手之后特

意问过原班主任和原数学老
师，她们对这个孩子的评价都
不高，甚至用了“躺平”这样
的字眼，对他的学习成绩以及
学习习惯等都持否定态度。看
起来这个学生并不是一个传统
意义上的“好”学生。但是新
学期的第一节课让我对他的看
法大为改变，刮目相看了。

由于他的成绩很“特别”，
所以当我从讲台上的座位表上
看出一上课就一直举手的同学
是柳某辰后，还是颇感意外
的：一般规律是这类同学上课
的表现是经常开小差，或是根
本就不听。可是这个柳同学不
只是简单题目举手抢着回答，

就算是有点难度的问题也是手
举得老高。尽管许多问题的回
答都难以让人满意，甚至让人
啼笑皆非，但作为教师的我没
有打击他，相反我对他的每一
次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和积极
的评价，希望他能一直坚持下
去。我知道，这是转化他最好
的时机，因为他也想让老师和
同学们看得起自己，不能让别
人小瞧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了，柳同学还是上课很积极，
作业也基本能按时完成。就算
有时周末作业质量不高，老师
一经指出，也总是能及时补上
来的，与从前老师的印象“老

赖”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月后的小测验中，柳

同学得了 42 分。虽然还是没
及格，但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考后的试卷分析课上当着
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并奖
励了他好几本作业本，希望他
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
绩，争取下次大考能够及格。
我看见柳同学接过“奖品”，喜
滋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脸
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这个学期已经接近尾声，
孩子的教育只能“春风化雨”，
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柳同学的
教育也是如此。待到春日花
开，新学期开始，我们又将投

入新学期的教育教学中去，那
时，柳同学的故事将会继续
上演。

补记：期末考试成绩
揭晓，柳同学考到了 63
分，这是他进入初
中以来第一次
及格。当我
把这个 消
息告诉他
时 ， 他 显
得异常高兴
……

最近读了崔蕾的 《遭
遇“差班”》一书，第一次
看到这书的名字，感觉就
有一股很强的磁力吸引着
我。因为问题生的存在不
可避免，对于整个班级的
共同进步有着很大的影
响，可以说牵动着每一位
老师的心。带着强烈的好
奇心，我认真地读完了整
本书，反思了自己平时的
做法，虽然在平时的教学
中对问题生有了特别的关
注，但方法还有不妥的地
方，值得自己去改正。以
后我要怎样做才能减少问
题生的出现呢？结合这本
书所总结的方法，根据个
人的特点从以下方面入
手。

1.课堂上多关注。问
题生的形成有时主要是上
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方
法不恰当，没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缺乏自信心，进
取心不强，以及教师不恰
当的评价方式等原因造成
的。以后每上完一节课，
我都要自问：在备课时有
没有对他们几个的问题及
对策进行充分的预设？上
课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该如何解决？在合作学
习中他们几个是不是有发
言的机会？点拨时是否解
决了他们几个的困惑？设
计作业时是否针对学习能
力不同的学生进行分层次
布置？课堂教学强调让学
生参与，但要注意他们是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
是实质参与还是形式参
与，是全员全程参与还是
部分局部参与呢？多关注
他们，争取让他们几个把
当天的知识掌握。

2.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几年下来，不太好的他们，

已经没有了自
信心。我发现下课
时总是他们几个凑
一起玩，不和别人
接触。所以树立他们
的自信心也是非常重
要的。每一个孩子天
生就是一块价值不菲的璞
玉，有待于伯乐的发现和
培养，作为老师就应当勤
于并善于去寻找去发现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还要学
会用放大镜去欣赏。尤其
是对问题生而言，也许他
们从来不曾知道原来自己
也是可造之材，所以赏识
教育对问题生们而言就像
是遇难的水手在漂渺的大
海中抓到了一大块木板，
对老师而言就好比是医生
们手上那把救死扶伤的手
术刀。“天生我材必有
用”，怎样树立他们的自信
心呢？我会尽量发现他们
其他方面的闪光点，树立
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在
班里有威信，这对他们的
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3.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要帮助他们从学习困
境中走出来，就得要让学
生对学习有兴趣。我们都
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是学生发展思维的巨
大推动力，不管做什么事
情，只要有了兴趣，就会
使人集中精力，积极思
考，而且还会达到废寝忘
食、欲罢不能的地步。如
果学生没有兴趣，被动地
学习，直接影响教育效
果，渐渐地也就成了问题
生。只有让学生对所学的
知识有兴趣，才能提高他
们的成绩。

4.找出他们的弱点，
对症下药。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并不是都有同样的缺

点，针对不同的孩子的弱
点，采取不同的方法。例
如：对三心二意的学生，
从强化注意力训练着手；
对马虎的学生，从加强认
真度培训入手；对爱小嘀
咕的学生，多提问让他把
话用在正题上；任性拖拉
的学生，对他实施冷处理，
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争取使他们改掉毛病。

5.培养他们好的习惯。
很多问题生之所以成为学
困生，是因为在他们身上
有许多不良的习惯，导致
学习成绩下降，产生厌学
情绪。所以在教学时要注
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就拿学生对待作业的
态度来说，要注重培养学
生自己动脑思考的习惯。
有些同学不喜欢做作业，
这个时候老师就要分析其
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调
动其积极性，采取各种方
式让学生能动手做作业，
目的就是为了学生的发
展，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
队。
“教育是一门慢的艺

术”，做一名班主任不是件
容易的事，通过阅读这本
书，我学到了许多管理班
级的方法及技巧。我会尽
力去做好，做一个有心人；
认真做事，把事情做对；
用心做事，把事情做好。
我还要努力争取做到：用
智慧管理班级，学会享受
工作，做一名快乐的班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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