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门课叫“同伴交往课”
□李 兰

儿童的交往需要指导，如何指导却是一门艺术。

学生间产生矛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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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类似因学生之间的矛盾，

父母盲目介入而酿成的悲剧不时出

现。谴责这些失去理智的父母的同时，

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身为父母究竟要

如何面对孩子与同伴之间的矛盾？身

为父母，如何让孩子学会与同伴交往？

同伴交往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认知

能力，学会与人相处。父母与孩子朝

夕相处，占据捕捉黄金交往教育契机

的“天时”“地利”“人和”，倘若父母能

懂一些儿童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知识，就可以很好地担任孩子“同伴交

往课”的“第一任老师”。

巧用影响 借力打力

假期，我和闺蜜都带上女儿去旅行。

闺蜜的女儿叫妞妞，比我女儿大3岁。

在一处景区，两个孩子分别买了

纪念品，一个小布娃娃钥匙扣，一个布

编的小手链。两个小朋友凑在一起玩

得很开心。

突然，妞妞气呼呼地冲过来告状，

说：“你们家孩子霸着我的纪念品不

还，我们约好交换玩两分钟，时间到了

她却反悔了。”

我询问了女儿，她也对两分钟约

定“供认不讳”，即使在“既定事实”和

我的要求下，她也死活不肯归还。

“妞妞，抢回来！”我“一声令下”。

妞妞扑上去，一把抢过布娃娃，女

儿被这劲道扯了个趔趄，“哇”地哭了

起来。

“不讲信用，活该被教训，想哭就

哭个够！”我毫不留情，扭头便走。

女儿作势“哇”了两声，悻悻然收

了声，又去找妞妞玩了。从此，她再也

没拿着别人的玩具不还，还学会了做

游戏前与别人商量，制定规则。

女儿最初并不明白失信于人、“霸

道专横”的后果，大人讲的“道理”也无

济于事。妞妞在我的支持下，把布娃

娃抢回来，“抢”让女儿感到害怕。这

种“害怕”与她的霸道行为之间建立了

形象直观的联系，促使女儿收敛、改

正。对于妞妞来说，她也明白了面对

无理取闹，可以说“不”。

同伴交往中，孩子的积极行为、消

极行为都可以通过对方的反应得到

“反馈”“强化”。“强化”促使孩子形成

合宜的交往方式。作为父母，我们要

充分认识到同伴交往的力量，该放手

时敢放手，甚至“推波助澜”，制造一些

“事故”，让孩子循着这些力量去理解

他人、认识自己。

巧加强化 训练幽默

春晚小品《占位子》引爆了大众对

孩子座位的关注，座位是否影响学业成

绩我们姑且不论，但与谁同桌、相处如

何，的确会影响孩子在校学习的体验。

许多低年级孩子常常因为“让座”

问题与同桌闹矛盾，女儿也是如此。

一天，她回家告诉我，说成功解决了这

个“世纪难题”。

这天，同桌照旧不让女儿进去，女

儿说了几遍“请让一下”，同桌都没有反

应，还说自己是外国人，听不懂女儿在

说什么。眼看要上课了，女儿灵机一

动，对同桌说：“May l come in？”同桌

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说：“Come in，

please.”这一天，他们乐此不疲地扮演

“外国人”，用“外国话”来商量进出。

为了强化“幽默”在缓解人际矛盾中

的作用，我问女儿：“如果他不高兴当地

球人了，说听不懂地球话，你怎么办？”

“那我就用机器人的方式说。”

“如果他不高兴当现代人，说听不

懂现代话，你怎么办？”

“那我就给他说‘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妈妈，你不用考我了，你放心，我

什么话都会说。”女儿笑得直不起腰。

心理学家在进行提升儿童交往技

能的研究时曾采用3种方法：一是给儿

童提供可选择的方法；二是让儿童预

料行为结果；三是让儿童理解交往现

状的原因和结果。

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对

比，证明这三种方法有助于儿童人

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在给女儿的这

组“练习”中，我也较好地实践了这

些方法。

巧授机宜 维持“平衡”

中小队委竞选结束，女儿回家告

诉我她落选了，投她票的小朋友很

少。女儿说可能是因为她当早读委员

“管”小朋友时太厉害了，所以大家不

选她。

“你是怎么管的？”我问。

“早读不乖的，我先提醒他们，可

是他们根本不听，我只有大声吼他们，

还把他们的名字记到黑板上，让老师

来批评他们，他们这才会听话一点。”

女儿愤愤然。

呵，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人际交往中，人们都希望交换对

自己来说是值得的，不然就无法维持

内心的平衡。女儿“管理”遇阻，为了

展示威严，便大声呵斥、“狐假虎威”，

伙伴们被“高压”，负面情绪当然只能

“交换”“拒绝投票”。如何把“消极平

衡”置换成“积极平衡”呢？

“妈妈教你一个办法，下次管早

读，那些表现不好的，你走到他跟前，

用手势提醒他。他只要有一点改进，

你就大声说‘表扬 XXX’，说出他改正

的行动，比如双手捧书了，眼睛看书

了，声音洪亮了……再把他的名字大

大地写到黑板上，在旁边画一个笑脸，

给他点赞。老师来了，你请老师帮你

表扬这些同学。”我面授机宜。

“表现不乖还得表扬？”女儿有点

不甘心。

“批评他们是帮助他们改正缺点，

表扬不也一样吗？方式不同而已。他

们开开心心改正错误，才说明你早读

委员做得好啊，老师会表扬你的！”

女儿终于放下心来。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人在

社会交往中都有保护自己心理平衡的

倾向。当别人对我们有友好的行动，

我们也会感到“应该”对别人报以相应

的友好回答。正所谓“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女儿不懂这

种“平衡”，由我来转换成具体可操作

的措施“传授”给她。

儿童的交往需要指导，如何指导

却是一门艺术。我呼吁父母们不要只

顾着急吼吼地让孩子去各种培训班

“与题海交往”，而应慢下来增设“同伴

交往课”，同时义不容辞地担任这门课

的“首席导师”，通过制造“钳制力量”、

安排“实战演习”、转化理论等方法，切

实提升孩子与同伴交往的能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人民

北路小学）

5月10日，江西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上饶市第五小学一学生家长因其孩子与受害学生刘某发

生纠纷，持刀将刘某刺伤，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一份多么让人沉痛的“通报”，也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审视学生间的交往矛盾和父母的介入时机。本期，我们

一起来看看这几位班主任给了哪些建议。

特
别
策
划

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接手了一个四

年级的班级。接班前校长就“打了招

呼”，这个班级很“活”，请我多留心。校

长这一打招呼我明白了，这个班级的学

生一定很顽皮，甚至可能不会“太好”。

最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我基本

一下课就要去教室里转转。因为我一

开始抓得很紧，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小

学生虽然喜欢追追打打，但都是小打

小闹，不算严重。一个月后，我以为学

生已经被我带得很乖了，就放松了警

惕，全面放手。

可是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会有

“反复”的天性。一次，班里两个学生（A

同学一直欺负B同学）打架，我以为这是

偶然事件，就“各打五十大板”，嘱咐双方

要互相谦让。遗憾的是，我当时有些大

意了，没有深入追问背后的原因，结果当

天就为我的敷衍了事“买了单”。

放学时，一个有点像“混社会”的

小伙子直接冲到教室，握着拳头问：

“哪一个是欺负我弟弟的 A，叫他出

来。”当时其他学生都离开了，几个搞

卫生的学生从来没见过这种状况，都

吓懵了。

我赶紧出面：“我是这个班的老

师，你有什么事情？”

那个小伙子很生气，我甚至觉得

当时他如果稍微控制不好情绪，很有

可能直接与我打起来。他大声说：

“你们班有个 A 经常欺负我弟弟 B，叫

他出来！”

我 心 里 很 紧 张 ，但 强 装 镇 定 地

说：“是 A 欺负你弟弟吧，这件事我会

处理的。”

他接着说：“二年级起 A就一直欺

负我弟弟，你们老师管了有用吗？你

别管了，叫他出来，把人打出事情我自

己进派出所。”

我有些震惊。其实，学生之间每

天发生那么多矛盾，老师真正了解、

解决的有多少呢？有时我们的不负

责、不作为会让学生心寒、家长心寒，

甚至做出过激行为。如果我们能有敏

锐的意识，想尽办法消除学生间的矛

盾，事情就不会闹到今天的地步。所

以，班主任工作无小事，在我们眼里

感觉无关紧要的小矛盾，往往会酿成

“大祸”。

为了让这个疼爱弟弟的哥哥安

心，我向他表态：“我是新接班的班主

任，抱歉我不清楚他们以前有什么矛

盾。这样，我接下来会找监护人谈，到

时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B 同学哥哥一肚子气走了。几分

钟后，B 同学妈妈马上电话轰炸：“老

师，我们家孩子天天被A欺负，今天他

跟我说又被打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的。你通知对方家长现在到学校，这

件事必须立刻解决。”

我马上通知 A 同学家长，把事情

说清楚以后，我再三嘱咐，对方家长是

带着火气来的，让他们先把肚子里的

火发泄出来再说，千万不要讲“小孩打

架双方都有责任”这种会让事态发展

更糟的话。

当晚，我和 A同学还有他妈妈，拎

着大包小包慰问品，早早地站在校门

口等着 B 同学家长。结果场面很吓

人，两台车上下来男女老少 10 多人。

有 B同学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

舅妈，还有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这

是家长给我的一个下马威。

一下车看到我们，他们的情绪激动

起来，一家人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有

骂人的，有讨说法的，有诉苦的……对

方十几人，我们这边就两人，一句话都

插不进去。

幸好学校保安帮我解了围：“你们

这么一大帮人在校门口闹什么？这是

学校，不要闹事。你们要解决问题到学

校里说，一个小孩最多带两个家长，其

他人等着。”其实这就是在做一件很有

必要的事，当一大帮家长找你，你需要

赶紧找“家长代表”。否则你永远不可

能说过那么多张嘴。

然后，我把家长请到校长室旁边

的调解室。因为班级发生这种事情，

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了领导，当时值班

校长特意没走，就坐在隔壁听着，一旦

有问题他能过来帮我调解。

后来，两边家长把事情说清楚了，

苦水吐完了，火发过了，事情就好解决

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谦卑地倾

听，放低姿态，全盘接收家长的苦水，

尤其要听清楚家长的诉求。当我知道

家长需要的是一个真诚的道歉和一个

有效的保证时，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

么操作，A 同学妈妈也知道该怎么弥

补。最后，处理结果让两边家长都较

为满意，甚至一开始对我很不客气的B

同学妈妈也道了歉，说自己大儿子冲

撞了我之类的话。

班级事务就是这样复杂、烦琐。

其实，班主任千万别想着一劳永逸，我

们有时之所以会有贪图安逸的心态，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接受这个职业

带给我们的磨炼。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张浦

镇第二小学）

全家出动“讨公道”
□徐文强

我始终谦卑地倾听，放低姿态，全盘接收家长的苦

水，尤其要听清楚家长的诉求。

无论学生之间产生什么矛盾，家

长的干预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棘手，“成

人的泄愤行为”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班主任究竟该怎么应对？

家长得到尊重
变“插手”为“参与”

“张老师，你必须换掉班长，她很

强势”“她还欺负同学”……微信群里，

家长们开始轮番轰炸。原来，一名家

长以班长“很强势”为由，私下组织了

几名家长“联名上书”，才有了微信群

的“控诉”。该怎么处理呢？

一是取得家长认同，各退一步看

清问题。我首先找到了“组织者”，她

说班长体型较胖，学习时经常挤占她

家孩子的“领地”，因此想给孩子调座

位，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理由，才想出

“聚众弹劾班长”的下策。我想，她

说的也是实情，便宽慰道：“你看，咱

们孩子与班长是同桌，这是多少家

长眼馋的事情啊？”这位家长顿时有

点不好意思：“这我倒是知道，可我

们家孩子很文弱，我担心……”聊了

一会儿，我觉得这位家长的担心不

无道理，便想发动家委会将座次调

换一下。

二 是 取 得 家 长 支 持 ，人 尽 其 力

解决问题。通知发出去后，我没想

到 班 级 座 次 获 得 了 家 长 的 极 大 关

注。我跟家长约定 3 天后集中到校，

商讨班级座次安排事宜。为了保障

每个家长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 3 天

时间里，我发动他们在微信群介绍

自己孩子的个性特点、爱好特长、期

待获得什么样的帮助……3 天下来，

微信群里少了嘈杂的喧嚣，多了冷

静的分享，家委会设计的两份座次

表也摆到了我面前，座次的设计考

虑了每个孩子的性格、需求，我感动

不已。调换一段时间后，没有家长

再对座次有疑问了。

学生得到尊重
从“小团体”走向“大集体”

在 学 校 的 号 召 下 ，我 们 班 开 设

了微信公众号，每个月由家委会评

选 6 名“新时代好少年”，通过公众号

推送其先进事迹。家长纷纷转发相

关内容，一度营造了“人人争先”的

良好氛围。然而随着活动的开展，

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个别学

生竟然遭到了“恐吓”。原来，某同

学多次评选未果，竟动起了歪念：拉

拢好朋友成立“小团体”，肆意诋毁、

谩骂获评者，还纠结表哥等成年人

在校门口恐吓同学。

“让收到恐吓的学生报警吧，毕竟

有校外人员干预了学生的在校生活，

那些人我也管不了啊。”这个念头在我

脑海出现。但我转念一想，这样做对

我来说最“省劲”，但却不是“最有效”

的方法，甚至有可能加剧学生之间的

矛盾。“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还需要从

改变学生入手，打消家长“插手”孩子

学习生活的念头。

我想，学生是看重名誉的，他们积

极向上的心是值得表扬的，只不过对

评选机制产生了质疑。因此，我采取

了“商定标准-认领称号-达标推荐”的

策略。首先，我带领全体学生将“新时

代好少年”划分为学习之星、艺术之

星、健体之星、环保之星等“十星”，然

后制定相应的标准，每个学生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认领一种星级表彰，只

要在规定的时间达到标准要求，就能

得到展示的机会。方案推行后，学生

对自己的表现有了明确的“预期”，原

来的小团体不见了，转而是人人争做

“最好自己”的大集体。

家长呢？他们更加关注孩子的表

现了。通过改进评选办法，我向家长

传递了一个讯息：每个学生都是独立

的个体，不必活成“别人家的孩子”，

也不必做得“要是跟某某一样就好

了”。此后，有的家长扮演了“监督

者”的角色，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习

惯；有的家长扮演了“朗读者”的角

色，亲子共读一本书……家长担心的

不再是“别的学生挡了我孩子的路”，

而 是“ 我 家 的 孩 子 有 没 有 做 到 最

好”。制度的改进带来了学生的变

化，学生的变化带动了家庭教育观念

的转变。

面 对 学 生 间 的 矛 盾 ，了 解 家 长

的关切，尊重学生的需求，班主任只

有得到家长和学生的理解与支持，

才能有更多机会提升学生在班级的

幸福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齐陵二中）

用尊重化解矛盾
□张 强

班主任只有得到家长和学生的理解与支持，才能有

更多机会提升学生在班级的幸福感。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