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15.12.11 星期五 编辑 付文龙 校对 刘克宁 E-mail：pdswbxjz@qq.com 电话：8022222 ·师之声

近日，我从处理学生的一封“辞职信”
事件中忽然有了一种领悟：教育也许并没
有什么真正的奥秘，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
教育工作者的一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的诚挚的心，一颗能时刻站在孩子
的角度为孩子着想的纯净的心，一颗能够
沉淀下去时刻关爱孩子的心……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却让我由此想
到了很多很多。在这次班干部“辞职信”事
件中，也许我的处理和反思有点太过郑重
其事了，可是我更庆幸的是我这么认真地
对待了这样一件“小事”。我简直不敢想
象，假如我没有提前和方兰一番谈心，而是
直接进班对同学们公布她辞职的消息，我
相信自己肯定能选出愿意接任的语文课代
表，可是那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一朵小

花”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学生，老师的
“冷漠”也许才是最有杀伤力的，老师的忽
视对她的伤害会有多大？我简直不敢想
象。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现在的学
生几乎都是聪慧而早熟的，小学四五年级
就已是他们的性格发展和转型期，身为教
导他们的语文老师，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不
愿意任何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
厌恶老师。比起优秀的成绩，我更希望我
的关爱能够帮助引导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把心沉下来，
把身子蹲下来，去感受学生的喜怒哀乐，去
观察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去关心
孩子们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细节。教师的一

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对于学生也许
就起着影响一生的作用。所以，我提醒自
己必须时刻保持对学生足够的重视、足够
的关爱。教育无小事，关爱才育人，孩子无
大事，事事皆教育。

教育无小事 事事皆教育
□新华路小学 李盼盼

记得那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
班上有个学生叫顾亚达，胖乎乎的，能说
会道，是个大家公认的“交际达人”。可在
学习方面，他就没有那么好了，上课注意
力不集中，作业敷衍了事，且字迹相当潦
草……

于是，我找他谈心，希望他能遵守
校纪班规，以学习为中心，争取做个好
学生。然而徒劳无功 ，他 依 然 我 行 我
素，毫无长进。我为此事迷惘过、痛苦
过，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管理能力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
风”。渐渐地，我发现顾同学正在班里
酝酿一场更大的“危机”——组建团伙，
孤立学生。有男同学向我反映顾同学
总喜欢和女生玩，从不和男生玩；也有
部分女生向我报告，顾同学只喜欢和一
小部分女生玩，不许团伙中的成员和其

他的女生玩。否则，他就侮辱、殴打她
们，她们怕极了。就这样，班上逐渐分
成了三派：“亲顾派”“男生帮”“遗弃
派”。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无奈
之下，我翻阅针对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及
其对策的教育书籍，如魏书生的《如何做一
名合格的班主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
师的一百条建议》等。我幸运地从中悟到
了“家校联动，榜样带动，感化学生”的管理
秘籍。

带着这份刚学来的秘籍，我满怀信心
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我把顾同学的爸
爸请到了学校进行沟通。我发现顾同学
的爸爸非常朴实，他非常关心孩子并寄予
孩子厚望。据他说，他自己小时候生活在
农村，由于成绩差便早早辍学在家。经过
一番艰苦的打拼，现在条件才有了些许改

观……听后，我就和顾爸爸约定，让他把
自己的经历给孩子讲讲，兴许孩子会从中
受到教育，产生责任意识。我还告诉他，
准备让他儿子当“学习标兵”。顾爸爸听
后，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这不是开玩
笑吗？”我信心十足地说：“您就放心吧！
您尽管做您的教育工作，这件事就包在我
身上吧！”见我一再坚持，他便将信将疑地
回家了。

之后，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我渐渐
地发现，顾同学变了：上课注意听讲了，
和同学的关系融洽了。我时不时趁机鼓
励、表扬他，并说相信他能把这个班带
好。平时，他一有毛病，我就耐心地劝
他：“这可不是学习标兵的作风呀！我相
信你！”后来，他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考
试成绩突飞猛进，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
好学生！

家校联动 榜样带动 感化学生
□新华路小学 李源昭

2007年，我到农村学校支教，担任四
年级的数学课老师，这个学校一个年级
只有一个班，我所在的班里也只有 14 名
学生。学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轻松
的教学任务令我兴奋不已。然而没过多
久，这种感觉便偃旗息鼓了。

我很快发现这 14 名学生的数学成绩
很不理想，90分以上的寥寥无几，学生大
多六七十分，还有几个不及格的。更糟
糕的是，班里一个名叫小雁的瘦瘦的女
生，学生都不愿意跟她同桌。她穿着皱
巴巴烂着小口的衣裳，脚上是露出脚趾
的鞋子，头上的乱发常遮挡着挂有鼻涕
和灰尘的小脸。长时间不洗澡，她的身

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她留过两级了，
只有一年级的水平，还不会背乘法口
诀。她怎么会这样呢？当得知她已经
12 岁了，家里有两个小妹妹，妈妈身体
不好，放学后她要抱着小的兼顾照看大
的，还要帮妈妈干其他活儿时，我不由
得心生怜悯之情。

我决定帮助她。课余时间我跟她谈
心，给她梳头发，督促她洗干净手，剪一
剪指甲。每天下午放学时我都提醒她第
二天早晨来穿戴干净、整齐，叮嘱她每个
星期要洗一次澡。当我夸赞她的小脸又
干净又漂亮时，她开心地笑了。四年级
的课程对她来说太难了，所以每次讲完

新课，我再给她补最基础的知识，单独布
置作业。她总是不会做，我就一题一题
给她讲。有时一道错题能讲上好几遍，
讲很长时间，累得我很想放弃，但是看到
她渴望的眼神，我又不忍心了，只有耐心
讲下去。她渐渐能听懂了，能独立写作
业了，我就不断表扬她、鼓励她。看到她
都转变了，其他学生也不甘示弱，开始积
极踊跃地发言，热烈地讨论问题，比一比
谁的解题方法最好……

一年的支教结束时，小雁的脸上绽
放出了自信的笑容，其他学生的数学成
绩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令我无比欣慰。
我想，这就是师爱的力量吧！

师爱的力量
□新华路小学 任文清

在一次学习中，我聆听了上海师大教授
吴中豪的讲座，感受颇深，在这里与大家一
起分享。

吴教授的讲座从实际出发，直面现实问
题，说到我们语文教师的心窝里了，引起全
场极大的共鸣。他抛出了几个令语文教师
困惑的问题，让我们反思，比如：拿到一节
课，你知道这节课的目标定位在哪，教会学
生哪些方法吗？如何才能激发孩子们的课
堂参与性？为什么年级越高，参与课堂的学
生越少？是啊，为什么？怎么办？一个个疑
问，困惑着我们。

是的，当前我们的语文课堂内容随意、
无序，抓住哪儿讲哪儿，经验代替备课。今
年这么讲，明年还是老样子。教师对教材缺
乏认知，不能抓住年段目标，不能设计合理
的教学目标及内容，无视学生学习规律，导
致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尤其是阅读教学，教
师以支离破碎的分析代替学生阅读感悟。
试想，学生在课堂上只顾体会教师对本文的
感悟了，哪还能学到什么基础的语文知识和
阅读方法呀！

听了吴教授的讲座，我终于明白：教语
文，就是以本体性教学内容为主要目标，围
绕本体性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过程。在语文
学习的过程中渗透思想情感教育，着重教会
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和技能。

如何才能将吴教授对语文教育思想的
方法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
得到实惠，同时也使语文老师从辛苦的教学
活动中解脱出来呢？我陷入沉思，我想，我
们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该来思考，集大家的
智慧，我们一定能走出误区，走向课改的阳
光大道！

语文教学新思维
□新华路小学 张丽娜

近年来，父母离异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
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关注点。“父母离异后
对孩子的心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教师该
怎样帮助学生克服各种不良心理？”成为教
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

据调查，父母离异后，由于缺少与孩
子的有效沟通，很多孩子的心理都会出现
问题，其中最常出现的心理问题就是孤
僻、不合群，有些孩子心理会过早成熟，有
些孩子会出现逆反、嫉妒、报复等心理。

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对
孩子的心理进行疏导，尽可能减少不良情
绪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是教育工作者需要
面对的问题。教师需要做的首先是让孩子
平静下来，通过谈心让孩子变得坚韧、冷
静。通常在沮丧失望的时候，孩子最容易
出现孤僻的心理，将自己视为“异类”排除
在其他孩子之外。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应
当首先给孩子一个心理舒缓期，在这个阶
段观察孩子在校的表现，包括同其他学生
的交往行为，以朋友的身份询问心理体验
以及倾听抱怨，随后鼓励孩子多参加集体
活动，在活动中释放压力，消除烦恼。时间
是缓解一切的良药，教师帮助孩子进行心
理康复塑造是一个漫长而又反复的过程，
必须展现最大的耐心来应对孩子心理的反
复，也要用最大的人文关怀去抚慰孩子受
伤的心灵。

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孩子心理的因
素不断地产生变化，教师和家长应多关注
孩子的心灵世界，考虑孩子的感受和要
求。人文关怀不应该是大而空的，应着眼
于小处，从身边触手可及的小事中做起。

关爱单亲学生
促其健康成长

□新华路小学 韩韶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