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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校要举办一次运动

会着实不易。孩子们智力上有障

碍，表达上有问题，肢体动作也不那

么协调。出于安全考虑，每年的校

运会项目都要思来想去地斟酌，各

个班主任彼此心照不宣：腿脚不灵

便的学生不安排任何项目。

操场中央，各种比赛如火如荼

进行着。场边观众、啦啦队也不

甘 示 弱 ，呐 喊 声 、助 威 声 此 起 彼

伏。唯独我身边的小姑娘却静得

出奇。

她是一个脑瘫的孩子，小手常

年蜷缩着，握支笔都特别吃力，双腿

也伸不直，走起路来趔趔趄趄，一不

小心就会摔倒。但好在孩子生性乐

观，瘦小的脸上倒是经常挂着笑

意。可今天，透过她不同往日的沉

静，我分明捕捉到了几许低迷和

不快。

伸 手 摸 了 摸 她 的 额 头 ，不 热

呀。前后左右一番观察，大家的注

意力都在赛场，也不会有人与她冲

突呀。“昕，你渴么？老师这儿有

水。”孩子的异常让我心有不安，不

由地问道。

“不！”孩了含混地吐了个字，又

机械地摇了摇头，两只眼睛却不停

地瞟向赛道。那里，我们班两个身

手矫健的运动员正飞一般地冲向

终点。

是什么原因让她这般落寞沉郁

呢？众人的关注一直落在赛场的激

烈竞争中，而我却悄悄移转视线，小

心 打 量 着 身 旁 这 个 情 绪 低 落 的

女孩。

广播里不停地传来检录的点名

声。每每声音响起，小姑娘便会努

力仰起头，满眼透露出的都是紧张、

期待和兴奋，好像下一个被点到名

字的就是自己。声音落下，伴着选

手们准备的身影，她却如泄了气的

球般瘫在椅子上，眼睛里的失落愈

发无处可藏。我的心也随着孩子这

一次次昂起又一次次低垂的头起起

落落。

“班上其他孩子都可以参加比

赛，唯独她‘被遗忘’了，肯定是这

样。”午休时躺在床上，我反侧辗转，

怎么也无法入睡，孩子那渴望与失

望交替闪现的眸子，在我心间明亮

起来又黯淡下来。

怎么办？我知道，即便是一个

手脚笨拙的孩子，也有着一颗渴望

参与集体活动、渴求融入群体的

心。可是，哪有适合她的项目呢？

投掷类，她的手根本拿不住那么大

的东西；跳跃活动，她显然力不能

及。下午还有一场接力赛，我总不

能让她上去走吧？

“老师！”比赛已近尾声，有只小

手吃力地扯着我的衣角，嘴里含糊

地说着什么，目光对视的刹那，我真

担心她那强忍的泪珠滑落下来。

“小家伙，你说什么，老师听不

懂呀，回去慢慢说好不好，接力赛马

上开始了，你是第二棒，我会陪你一

起上场，快走吧。”如同暗黑的夜里

终于觅到了火种，小姑娘的眼睛

“嗖”的一下被点亮了。接力赛场

上，很快便多了一抹另类的风景：孩

子跌跌撞撞地向前迈着步子，老师

陪在边上慢慢跑着，为她加油。

“ 百 分 百 的 接 力 冠 军 就 被 你

‘走’丢了，请问杨老师您怎么想

的？”校运会结束后，同事们嘻嘻哈

哈地对着我做采访状。

沉默良久，小有失落，可是我

真的不为那唾手可得却已决然错

过的第一名后悔。我是昕的班主

任，她那含糊不清的话我也听明白

了：老师，您和同学们会不会不要

我了……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特

殊教育学校）

只为陪你
“跑”一程

□杨雪梅

班主任班主任2018年2月2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我和你我和你

班会课是许多班主任的“不可承受之重”：

一节班会课，需要班主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筹备、安排，而他们平时的工作本就不轻松，

这就使得一些班会课成了“鸡肋”。

有没有一种班主任轻松而孩子们又可以

自由生长的班会课呢？通过搜集意见、与学

生交流我发现，学生渴望的班会是自己有主

动权并且有趣味的班会，他们渴望的其实是

一个舞台。

于是，我倡导一种“让渡式班会课”。班主

任要信任学生，留出时间和空间给学生发挥，

让他们更舒展地成长，从而发现每一个学生的

闪光点。

在实际操作中，我注意了以下几个要点。

班主任要让出权利。一是班会管理权的

“让”。以责任班长为管理中心，以队长为承办

负责人，以小组成员为承办人，以全员评价为

检验标准；二是话语权的“让”。按对象分为

两种，一种是让位于学生：从主持到现场互动，

整个过程以生为本，还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

在生生互动中聆听、学习、感受，班主任做最后

的总结。另一种是让位于“外援”，邀请“外援”

参与班会，如邀请家长沟通情感、邀请专业人

士拓展眼界等。

要懂得“让渡”的方法。在方法上，我主要

借鉴了苏州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梅洪建的两

式“绝招”：搭平台与借力。

搭平台，简而言之是以主题班会为平台向

外延伸，从时间来看，可以延伸到平时；从空间

来看，可以延伸到校外；借力，就是借助一切可

利用的资源丰富班会。一是借力学生，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二是借力家

长，我目前所带的班级，在组建之初由学生家

长牵头，组织了以“点亮春天 共筑未来”为主

题的户外家校联谊活动，收效很好。三是借力

学校的管理经验及资源平台，如学校组织的主

题活动。四是借力其他资源，如网络、书籍、自

己的人际关系网等。

把握“让渡”的流程原则。程式化操作流

程：集体创意→班干部交流、筛选→小组提交方

案给责任班长→班委会审批通过→主讲人提前

一天告知班主任→开展主题班会→全员评价→
教师点评。创意化操作原则：有趣，变“有意义

的”为“有意思的”；有料，变“网上搜的”为“我们

要的”；有势，变“常规化的”为“新鲜化的”；有

情，变“说服教育”为“心灵共振”。

对“班会”概念的认识，要变“班级开会”为

“班级聚会”，变严肃、呆板为放松、有趣，让班

会成为班级管理最强有力的枢纽，打造一间有

情怀、有温度的教室。

明确实现“让渡”的“双结合”。我们将班

会分为大小班会。大班会：班主任要积极策

划，带领学生一起完成，大班会一月一次为宜；

小班会：要全面放手，让学生自己发挥，每周一

次，由小组设计、组织开展。以教师筹划为主

的大班会对小班会的开展具有示范作用，小班

会及日常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又很可能促成一

次大班会的开展。

大班会主题的来源主要是学生亟待改变

的问题或较为迫切的需要。根据这些需要我

们会精心策划，每一次大班会都不仅是一节单

一的班会课，而是一个主题的系列拓展。如

2016年9月的教师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1）

制作教师节感恩手抄报及全班学生共同完成

“心语心愿”绳；（2）以小组为单位，为各科任教

师及学校职能部门设计并赠送感恩贺卡；（3）

家长在各科作业本上为教师点赞，写下自己的

心里话和祝福；（4）“尊师重教，传承发扬”感谢

师恩主题班会；（5）学生筹划《青眼报》之教师

节特刊。这5个环节中第四个环节是主体，其

他都是相关的延伸。

小班会是根据学生的兴趣选取适合的主

题，如白桦组是“我理想的高中”，炫阳组是“我

的梦想”，博爱组是“法律与我们同行”，等等。

小组在展现主题时，有的采用讲述式，有的采

用采访式，有的采用辩论赛，还有的采用真人

秀，可谓五花八门，让人惊叹学生的创造力。

综上所述，我所倡导的让渡式主题班会，

以小班会的“让”，即全面放手，让学生尽情展

现自我；以大班会的“渡”，升华教育的效果。

在让渡式主题班会的影响下，我愈发强烈

地感觉到，师生双方都在受益——“渡化”学

生，也是在“渡化”自己：在解决学生问题时，我

也看清了自己的许多问题；在勉励学生向前

时，我发现自己也在悄无声息地改变。

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除了彼此欣

赏，还能够互相成全，甚至互相成就。

（作者单位系西安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中方园双语学校

是一所“坐落在图书馆中”的学校，二（4）

班更是一个“坐落在图书馆中”的班级。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入

校起，我就为学生和家长设计了完整的通

识阅读计划，让学生在读书中陶冶情操，

在创作中记录童年。

一年级起，学生从“知姓氏学汉字”开

始了解中国姓氏的故事，他们从探讨自己

的名字开始，爱上中国的汉字，爱上读书。

每天晨诵，学生朗诵《日有所诵》，他

们在儿歌中感悟母语的熏染。午读时，他

们都会拿上自己心仪的图画书，三三两两

聚在一起寻找乐趣。午休前，我会为孩子

们朗读《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系列，此时

的他们都是静悄悄的。利用每节课前的

预备时间，我会为孩子们朗读一则《小巴

掌童话》，童话很短却耐人寻味。晚上回

家，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亲子共读”

10分钟。

2017 年 3 月，二（4）班成功入选“亲近

母语”项目《我的母语课》教学实验班级，

每周坚持上 2 节阅读课。短短几个月，师

生已经共读《小猪唏哩呼噜》《我和小姐姐

克拉拉》等10余本书籍。孩子们在书中积

攒着能量，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尽情地

绽放自己。

在读书的同时，孩子们还爱上了写

作，写童诗、编故事是他们特别乐意做的

事情。在读完《我和小姐姐克拉拉》的故

事后，孩子们纷纷提出要写自己和弟弟妹

妹的故事，如今这类故事的合集《我们的

童年趣事》正在创作中。我和孩子们的目

标是：四年级创作《名字的故事》，五年级

创作《跟着课本去旅行》，六年级毕业时要

正式出版《跳动的音符2》一书。我想让每

个孩子在读书中体验快乐，在创作中实现

成长。

拥有了读书和创作这双翅膀，我想，

孩子们肯定能飞得更远。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中

方园双语学校）

“让渡式班会”改变了什么
□雷婼熙

图书馆里的班级图书馆里的班级
□ 苏媛媛

班级
名片

在2018年的曙光中，欣见《中国教师报·班主任周刊》创刊，有些激动。周刊的定位是立信念、聚班改、贴一线、树典型，这是我

所期待的。因为造成当下班主任工作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信念的缺失——不相信或者认识不到班主任工作的价值；因为我们在

班级管理方式上做了许多摸索，却没有真正触及班级生态的变革；因为我们有许多带班理念，却少有一份扶着我们上路的帮手；因

为太多成功的典型，囿于时空我们却不能领略其妙处……

《班主任周刊》将会让我们树立信念，聚焦班改，拥有专业发展道路上的贴心“伴侣”和更多可资借鉴

的优秀典型。我是梅洪建，因为懂得，所以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梅洪建 全国知名班主任、优秀语文教师，就职于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我为《班主任周刊》代言

俗话说：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

跳。同样意思的话，用不一样的方式表达，效

果可能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在处理学生问题

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选择语言及语言表达方

式，很容易对学生造成伤害。建构和谐的师生

关系，教师一定要掌握说话的技巧——

不说明知故问的疑问句，要说明确指示的

陈述句

马上要上课了，有个学生还在玩手机，教

师质问他：“你在做什么？”这个性格本来就不

温顺的学生不仅不收好手机，还大声回答：“玩

手机。”教师更生气了，说：“那你就不要上课

了，去教室外面玩吧，玩够了再回来！”学生当

场站起来，负气而走。

教师用疑问的发问方式，无形中给学生制

造了无礼的机会。教师为了捍卫自己的面子

及威严，往往会对学生采取更为严厉的批评和

责罚，这样就使得师生关系逐渐恶化。

其实，教师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开始上

课了，请大家把与课堂学习无关的用品收起

来。”教师直截了当地提出明确的要求，就可以

避免师生之间出现类似矛盾。

还有教师习惯用反问的语气与学生说话：

“难道你没听见吗”“你以为别人的眼睛都瞎了

吗”“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汉语中的反问

句往往是“以反问语气表达肯定”，反问的同时

还表达了说话者的情感态度，甚至带有一些不

良情绪，这无形中会“伤人伤己”。

对教师而言，最好的说话方法之一就是使

用陈述句，直接要求学生做什么、不做什么，而

不是通过疑问或反问指责他们做错了什么，或

者埋怨他们没有做什么。

不说基于问题框架的质问句，要说基于期

待的询问句

一个学生上课迟到了，教师问：你为什么

迟到？

坐公交上学的学生这样回答：老师，公共

汽车半路坏了。

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这样回答：老师，我

的自行车链子掉了。

走路上学的学生这样回答：老师，今天我

的闹钟没有响。

……

无论学生如何回答，我相信，许多教师听

了都不会满意，总觉得学生是在为自己的问题

找借口。因为教师使用的是基于问题框架的

问话，这就给有效沟通和师生和谐关系的建构

设下了障碍。

其实，教师可以用基于期待框架的方式进

行沟通。比如，“从脸上的汗可以看出你没有

说假话，很诚实。明天你还会迟到吗？”“再也

不迟到了!”学生一定会这样回答，而师生也皆

大欢喜。

基于期待框架的沟通，师生双方都能看到

一种美好的期待，沟通自然就会顺畅许多。

不说伤害学生自尊的话，多说表达关心

的话

一个学生课上不愿意回答问题，教师非常

生气，命令学生站起来说明原因。这个学生的

同桌向教师解释：“老师，她的亲人去世了。”教

师听到后还有些生气：“亲人去世那也得学习

吧，要不怎么对得起亲人？”

教师只关注自己所教授的数学课程，而没

有对学生的人性化关怀，这无疑是令人伤心之

举。如果教师能够表达自己对学生的关心，与

学生同频共振，那可以这样说：亲人去世的确

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这位同学，老师希望

你能打起精神，以优良的学习状态和优异的学

习成绩回报亲人对你的关爱，好不好？

有效沟通的前提是使对方感到被尊重。

教师从关心学生的角度说话，这样的沟通才有

可能是温暖的，也是学生愿意听到的，就不会

让师生因此产生矛盾。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一个需要教师

耐心掌握各种专业技巧的过程。作为一名教

师，只有多掌握一些策略、方法和技巧，才能

让师生的沟通更加顺畅，师生的关系更加

融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教师

进修学校）

班主任这样说话更暖心班主任这样说话更暖心
□ 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