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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海探航

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
子。我跟往常一样到校上班，
领着孩子们打扫、做操、上
晨会课———

这时，鹏鹏举手了：
“李老师，顾家俊哭了！”
“为什么？”“张×银打了他
一拳。”还没等鹏鹏说完坐
下，更多的小手举了起来：
“上次，张×银也在我胸口捶
了一拳。”“张×银昨天下楼
梯时，是扶着栏杆滑下去
的。”
张×银，和我一样，也

是在本学期转入三（2）班这
个集体的。他已经 12 岁了，
却转入了三年级，当初接到
接收通知时，我也很纳闷。
后来通过和他妈妈的交谈，
我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
调皮的“问题学生”。直到再
后来，我跟同事聊起来时，
我才吓了一跳：原来，他是
一个典型的多动症患儿。当
初上一、二年级时，没有一
刻能安静地坐在位置上，上
课时间还会折纸飞机，在教
室里放纸飞机，要不就在教
室里乱跑……上三年级时，
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妈妈就
把他转到外婆家重上了一年
级和二年级，为的是希望他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能安稳
一些，最好还能学些什么。

可这种办法又怎能治好一个
多动症患儿呢？因此两年下
来，外婆心力交瘁，再也不
管了，张×银只好又回来了，
继续接着上三年级。

说老实话，当我了解到
这些情况之后，我不对他的
学习抱有幻想，我只是担心
他打扰了其他孩子。说来不
信，开学头几天，张×银很
乖、很听话，没有满教室跑，
也没有放纸飞机。我有些庆
幸，心想：也许是他大了几
岁，情况已有所好转。可这
样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天，
他就又在课堂上开始画画、
摆弄小玩意儿了，有时还要
轻轻哼上几句……我也曾想，
只要不去影响其他孩子学习，
也就随着他点儿。事实证明
那只是我的想法而已。后来
开始不断有孩子向我报告了：
“李老师，我在做作业时，张×
银拿了我的橡皮，不让我擦。”
“李老师，张×银一直跟我讲
话，不让听课。”……这不，
今天报告的人更多了，颇有
点批斗的味道。我转过头去
看张×银，他不停地伸着舌
头、咬着手指，站在那儿极
不自在。听着孩子们仍在继
续报告，看着张×银可怜兮
兮的样子，我已实在怒不出
来。

“孩子们，都把手放下。
刚才李老师听到的都是对
张×银的批评，可是据老师
观察，张×银也有很多优点，
是吗？”“是的，上次我没带
红领巾，是张×银借了我一
条。”“今天，张×银还去帮
我们打扫了包干区。”“我们
每天喝的纯净水都是张×银
去搬来的。”……“噢，原来
同学们也发现了张×银有这
么多优点，那你们喜欢这样
的张×银吗？”“喜欢！”孩
子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事后，我又把张×银叫
进了办公室。当然，跟他讲
道理是行不通的，我只能
“哄哄”他：“张×银，你比
其他同学都大，你是他们的
大哥哥，你能打他们吗？”
张×银摇了摇头。“那你以
后再不能欺负他们了，反过
来，你还要帮助他们。知道
吗？”张×银又点了点头。

现在已夜深人静，我独
自想着：虽然我不是医生，
我治不好他的多动症，我甚
至可能没办法提高他的成
绩，但有一个信念在我心里
是很清晰的，那就是我要努
力为他营造一个没有歧视、
没有嘲笑，在平等、温馨的
成长环境下，让他快快乐乐
地成长！

孩子逃学缺课，老师和家长该怎么办？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 朱小燕

小屠是我班上一位特别
文静的女孩，喜欢古筝和舞
蹈，在五年级时的班队活动
课上，还上台亮了相。可到
了六年级，她以各种理由开
始逃学缺课，由偶尔一周一

次，到后来的连续几个星期
不到校。尤其是每到星期一
就会赖在家里，成了每周一
上学“困难户”。起初，她
请假的理由是发热或牙疼，
后来的理由就变为作业没有

完成或者起晚了、不想跟男
生坐。我开始担忧起来，如
此下去，孩子再也不肯跨进
校园的大门，毕不了业怎么
办呢？

“区域之间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
活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
不平衡了。当社会面目全
非，当梦想失去平衡，我们
还能认识自己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
着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
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
在教育、机会等多个方面。
余华先生在其著作 《我们生
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深刻
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为我们
揭示了差距的意义和影响。

在书中，余华先生提到
了一次儿童节的采访。当记
者问及孩子们最想要的礼物
时，生活在北京的小男孩毫
不犹豫地回答：“一架真正
的波音飞机！”而住在西北
地区的小女孩则羞涩地说：
“一双白色的球鞋。”这两个
孩子的回答，显露出巨大的
物质差距。然而，物质差距
只是差距的一个方面。在教
育、机会等方面，我们也可
以看到明显的差距。例如，
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资
源的分配就存在巨大的差
距。许多农村的孩子因为缺
乏良好的教育资源，而无法
接受优质的教育，这无疑对
他们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面对差距，我们应该如
何去做呢？其实，我思考的
是，作为一所农村学校的教
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
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我们应
该怎么去做？我想，首先，
我们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
认识到差距的存在，正视差
距并努力去缩小它，利用多
媒体设备、图书资源、社会
资源等，让孩子们开阔眼
界、体验生活。其次，开发
乡村学校的优势，乡村有田
园、有牧歌，那就回归教育
的本源，在宁静的校园里做
本真的教育。最后，作为乡
村教师，我们应该努力提升
自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增强自己的能
力，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发展。我们要踏踏实实做教
育，安安静静做教育，认认
真真做教育。

在学校里，我们会开展
丰富的校园活动，多彩的校
外实践活动，孩子们有了筑
梦的舞台，一个个美好的梦
想在心中开花。我们还开设
了书法社团、篮球社团、民
乐社团、机器人社团等，小
载体，大梦想，让每一个乡
村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兴趣爱好，他们收获了知识，
收获了快乐，放飞了梦想。

直面差距 敢做自己
———读《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有感

□牛塘中心小学 蒋丹萍

教育日志一则
□礼嘉中心小学 李琳

通过一系列的方案实施下来，
小屠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临近
期末大考还有三个多星期，她一直
居家。我还是定期让学生带一些作
业给她，没有强迫她上学。直到期
末大考前一天晚上，家长告诉我，
孩子想过来参加考试。我觉得这是
接纳孩子的最好时机，孩子能主动
跨进校园，说明事态发生了质的改
变。我震惊的同时，更多的是欣
慰，觉得一切力气都没有白花。我
始终坚信一点：孩子的问题不是问
题，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

从教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碰
到女孩子逃学缺课这一棘手的问
题。我想此时作为教师，最要紧
的是耐心做一位倾听者，而不是
说教者。只有充分尊重家长和孩
子，运用各种途径的沟通，去了
解并接纳孩子的不良情绪，这样
才能强化信任关系，为后期家校
合力的形成做好铺垫，也给予了
孩子宣泄自己的情绪，以减轻心
理上的负担。

通过和家长的充分交流，我始终
确信，小屠的逃学缺课并不是品行问
题，而是她的心理出了问题，这个时
候，需要的不是批评与指责，而是理
解孩子的心理压力和家长的难处，同
时用专业的素养，集体的力量去帮助
孩子，一点点贴近孩子的心，去温暖
她、唤醒她。

美国的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人都
有三个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需
求、胜任需求、归属需求。其中，自
主需求是激发孩子内在动机的第一个
心理需要。多种方案的实施下来，我
终于发现了我们大人忽略了孩子的这
一自主需求。看来，必要的退后与放
手也是一种智慧，我期待着小屠以全
新的面貌融入到集体中，相信耐心、贴
心、真心，一定能挖掘到孩子的自主
心；了解、理解、分解一些教育问题
后，一定会生成新的见解，我们也一
定能等来每一个孩子开花的季节！

要点说明：孩子以各种
理由不上学，还有几次没进
校门，趁家长不注意，一个
人在小区里溜达。面对这种
情况，我要求家长早晨把孩
子送到校门口，我亲自去接
孩子，希望连续几周下来，
孩子会被扭过来。可效果甚
微，我们几个任课老师和家
长在校门口交接了三次，前
两次勉强进班了，第三次赖

在社区的门口，不肯出来。
我得知后赶过去耐心哄她，
并拉着她的手往学校走去，
没想到她又是吼叫，又是哭
闹。此时，我觉得做班主任
三十年来，真正遇到新问题
了。如今的孩子心理太脆
弱，如今的家庭教育太缺失
或者太无能为力了！

要点说明：元旦放假前

一天，我和其他两位任课老
师敲响了小屠家的门，可家
长说孩子刚才骑车出去买吃
的了。聊了不久，我要求把
孩子叫回来，可家长打了几
个电话也没有回音，这时已
经过了近一小时了。奶奶下
去找，又找了半小时，她和
奶奶才赶回来。回来后，没
有和老师打招呼，而是急匆
匆直奔自己的房间，说要接
个朋友电话。又等了她五六
分钟，她终于露面了。于是
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开始
聊了起来。

3 案例分析与反思1 问题及背景

2 问题处理方案

耐心了解并接纳孩子的问题

贴心理解并帮助孩子走出阴影

真心关爱并期待孩子花开的季节
方案一：
在校门口交接，
保证正常上学

方案二：
亲自上门家访，
拉近师生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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