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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班主任2020年4月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1版周刊

做引发班主任思考的做引发班主任思考的““抛砖人抛砖人””
审视相同成长环境下班主任参差

不齐的发展现状，我常常追问：是什么

原因促生了如此悬殊的专业成长“众

生相”？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两位

在同一场域参训的班主任之间的差

别。同为学校骨干教师，对待学习同

样专注而严谨。休息时，一位班主任

依然奋笔疾书，把拍下来的 PPT 一字

不落地整理记录，她说：“这些做法我

从来没尝试过，每一条都很实用。”另

一位班主任在本子上列出几个条目，

稍有空闲就与我探讨培训导师的做法

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他的意见也常

常让我眼前一亮。

两位班主任的差别不在学习态度，

而在于是否进行了反思。没有反思的

学习是无法转化为教师成长动力的。

回顾当下学习和培训的状态，教

师们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最常见的情

况就是把教师专业发展局限于信息

的学习，把精力集中在知识和技巧的

获取上。许多班主任甚至“一厢情

愿”地认为，只要增强专业知识和管

理技巧，班级管理的效果就会得到改

善，学生的成长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这种想法忽视了班主任专业成长中

最重要的因素，即只有通过转化，学

习才能影响实践。

人类并非从经验中学习，而是从对

经验的反思中学习，促进班主任专业成

长的学习亦离不开深度反思。所以，在

班主任专业发展中，没有什么比把时间

花在反思上更值得优先考虑了。

可是，每当与班主任谈到“反思”

的话题，不少人表示没时间或不知道

如何反思。面对学员看似活跃，实际

被动、忙碌又不知所去的状态，我意识

到要引发专业反思这块“玉”，需要有

人先抛出值得思考的那块“砖”。

2019 年寒假，不少班主任都在朋

友圈“晒”自己带学生参观博物馆的照

片。但是，走进历史就等于学生有所

触动和收获吗？于是，在全市班主任

培训群中，我抛出一个话题：“在参观

博物馆的活动中，班主任如何做才能

将厚重的历史与德育活动有效衔接？”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班主任

幡然醒悟，原来参观和育人是密不可分

的一个整体，自己只顾着“观”却忘了

“育”；有的班主任冷汗直冒，感觉像是领

着学生去博物馆凑热闹，一路严盯死防，

根本连学生看了什么都不知道……此

时，大家才意识到，自己作为活动的组织

者、成长的引领者都一无所获，又怎么能

期待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当我把“如

何与班级德育有效衔接”这个问题亮出

来时，他们才真正开启关乎成长的思考，

有的班主任甚至买门票重游博物馆，只

为明确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场域里，能让

学生感受什么、收获什么。

当班主任带着深思审视这个话题

时，便对如何实现由“博物”到“博悟”及

牵好那条引导学生成长之线，想出了更

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有的班主任认为，

要想有效育人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参

观要有重点，参观前厘清“观什么，怎么

观”的问题，才能避免流于形式。而这

需要班主任做一名富有前瞻性的引领

者，自己先要看得远、厘得清。有的班

主任认为不能做无目的观赏，要突出博

物馆藏品的“亮点”，而这需要班主任具

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才能赋予藏品以生

命。还有的班主任认为，参观结束后不

能匆匆结尾，要让学生进行交流，比如

组织一次交流活动，让学生的观点自由

碰撞。当学生的思辨热情被点燃，思考

和辨识的能力才会提升。

其实，班主任的反思不仅可以围绕

活动组织展开，每一件小事都是思考的

契机。我曾无意间看到一位家长在班

级群中无端苛责班主任，便果断将“如

何与不讲道理的家长打交道”列为研讨

主题，通过群体交流引导班主任找寻应

对之法；与一位班主任聊天，他说起班

中学生喜欢搞小团体，于是我便抛出

“怎样将班级中的小团体融入大集体”

这块“砖”，鼓励学员主动思考，在探寻

问题本源的过程中找寻化解契机。

就这样，从班主任专业成长到学生

关系维护，问题被我一次一次以扔“砖”

的方式抛出来，推动学员在具体问题的

研究和解决中向专业发展那块“玉”一

步一步靠近。面对教育中类似的寻常

问题，当班主任能以审慎的态度步步反

思时，行动的方向才会朝向明亮之处。

杨雪梅，山东省荣成市教

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教研员，威

海市班主任名家工作室主持人，

威海市名班主任。2018年创建

荣成雪梅读写团队、荣成雪梅班

主任工作室，致力于推动区域内

教师群体的专业成长。

相同条件下，班主任成长状态也可能截然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简单概括为能力差异，学习方式的不同也会导致结果的差

异。本期刊发山东省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教研员杨雪梅关于班主任专业发展的第三篇——

疫情之下，人们被隔离在有限的

空间内与病毒对抗。同时，“停课不停

学”、延期开学、在线学习也给学生和

家长带来紧迫感。特殊时期，网络家

访特别是视频家访对密切家校合作显

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让班主任更直

接地掌握学生情况，也可以增进与家

长的互动。

开始视频家访前，班主任要结合

班级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安排，做好“推

开窗”的第一步。

调查统计，优先考量。在这个特

殊阶段，有一些“特殊”的孩子和家庭

应该优先进入班主任的视野，比如学

习习惯不好的孩子，尚未返回居住地

的家庭，不具备网络环境或参与在线

学习有困难的家庭，以及家校沟通存

在问题的家庭，他们最需要班主任的

关注和帮助。

与线下家访相比，视频家访为班

主任节省了赶路的时间，时间更充足

也更灵活。利用这一优势，班主任可

以进行更充分的前期准备，比如开展

问卷调查，明确家长和学生的需求，最

大限度消除网络带来的疏离感，使网

络家访真正成为深入了解学生、缓解

家校矛盾的契机。

尊重意愿，提前预约。每个家庭

的实际情况不同，有的家庭不具备视

频条件，有的家长已经投入工作。所

以，班主任要像线下家访一样，提前与

家长预约视频的时间，最大限度让家

长在场才能得到家长的支持。

那么，疫情期间开展视频家访，应

该实现哪些目的、包含哪些内容？可

以通过以下3个案例了解。

第一，推开窗，透光亮。

放假后，曹一跟随爸爸回到江苏

南通的老家，妈妈和妹妹暂留苏州。

随着疫情的发展，交通受限，一家人就

这样分隔两地。孩子第一次离开妈

妈，紧张情绪不言而喻。在与曹一视

频连线后，我让他多谈谈最近的生活，

还请曹一介绍居家防疫的知识，帮助

曹一保持良好的情绪。临近视频结

束，曹一突然说：“我很想张老师，就像

想妈妈和妹妹一样，我们一定会见面

的。”其实，我们很少像这样表达爱意

和思念，但疫情期间这种爱的表达却

尤为重要，能带来希望和力量。

第二，推开窗，闻欢笑。

视频家访允许更多家人出镜，便

于班主任掌握家长的第一反应，进而

合理调整家访内容，使家访成为促进

家庭成员沟通的机会。

对高明家庭进行视频家访时，小

小的“窗口”挤下了一家 4口人。家访

内容围绕高明最近的居家学习展开。

一开始孩子说得多，自从爷爷接上话

题后，高明居家学习自觉性不高、拖沓

等不良表现被家长反复罗列，一旁的

高明捂住耳朵开始抗议。高明的表现

让我陷入思考，当这扇“窗”充满了说

教与批评，短暂的视频家访是否就成

了一次“告状大会”？因此，疫情下的

视频家访应充分强调家访氛围的和

谐。班主任可以提前与家长明确家访

目的和注意事项，家访过程中也要多

给孩子表达的空间。

第三，推开窗，促成长。

在线学习背景下，孩子平时的学习

习惯和自学能力都更加清晰地暴露在

家长面前，有的家长对辅导孩子学习表

现得无力又焦虑，这时更需要与老师

“面对面”沟通。比如，在对澜澜家访

时，我会更多地与孩子和家长分享学习

的方法。在后期跟进中，家长也利用网

络及时反馈孩子的学习情况。

一轮视频家访结束，不难发现有

的家长需要再次答疑，有的孩子需要

持续关注。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

到，教师对学生、家长的作用有多大。

其实，视频家访的目标与传统家

访、电话联系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在对

抗疫情的特殊时期，这种方式可以让

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不掉线，对学生的

爱一直在线，让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家

长的互动更真挚。

推开视频家访这扇窗，教师可以冲

破疫情的限制，带去关怀与希望，在和

谐的氛围中共同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第三实验小学）

视频家访

疫情下的一扇窗
□张丽斌

“孩子，别怕” □周迪撰

上学期班上转来一位新生李宇，

长得高大壮实，学习态度和成绩都很

好，但却是一个爱哭闹的孩子。

一次体育课，李宇无法完成体育

老师的指定动作，看其他同学都顺利

完成，他抑制不住情绪大哭，反复说

“我要找妈妈，我想回老家”。“孩子，别

怕。有老师在……”我一边劝说一边

轻抚他的后背，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平

静下来。后来，李宇在体育课或大课

间活动上哭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凶。看这样一个大男孩哭得撕心裂

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后来，李宇

甚至不愿意上学，妈妈送到校门口，他

哭喊着不让妈妈走，要妈妈带他回家。

我向李宇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孩

子两岁半还不太会说话，常常用哭闹

发泄情绪，医生的诊断是“轻微自

闭”。李宇妈妈说孩子很好强，但经

不起挫折，情绪控制能力很差，转入

新学校，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他极度

缺乏安全感，便出现了抵触和焦虑的

情绪，所以很容易哭闹。

谈话后，“安全感”这个词深深扎

进我的心里。李宇是班级的一员，我

要帮助他尽快融入新环境。

李宇不善表达，与人交流动手不

动嘴，如果想与同学玩就一把抓住同

学不放手，或者故意拿同学的东西不

还。时间长了，班上的孩子难免对李

宇的行为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

“李宇刚刚加入我们，还不熟悉这个

集体，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我们一起

努力让李宇感受到班级的温暖，好不

好？”孩子们使劲点头。

如何让李宇与同学建立友好关系？

李宇喜欢英语，我便与他约法三

章：想跟同学玩必须先问“Let’s play

together，ok?”得到肯定回答才能一起

玩，不能抓着同学不放，他们会疼、会

害怕的。也许是李宇觉得用英语交流

比较有趣，便马上执行了，同学看他态

度这么诚恳，也都欣然答应与他玩。

李宇擅长玩魔方，三阶、四阶甚

至异形魔方他都玩得溜，我就建议他

与同学一起玩魔方。后来，他身边经

常有一群男同学围着，研究各式各样

的魔方。孩子们或询问或感叹“怎么

弄的”“好厉害啊”，李宇则用他简单

的语言配合手上的动作进行讲解。

与同学一起玩魔方的日子里，李宇脸

上的笑容格外多。

李宇不善言辞，但英语课上却能

积极发言，而且总能正确回答问题。他

回答问题时声音很大，然后马上用双手

捂住自己的耳朵。我以为他是怕回答

错误挨批评，因此捂住耳朵不想听。一

次上课，电脑开机时突然跳出一段广

告，伴着急促的音乐，李宇吓得把头埋

在桌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

经过与家长沟通，我得知李宇小

时候看见几个特定的广告就会躲到

角落里大哭，现在看到电梯间的某些

广告还会躲到角落。原来，特定的声

音、颜色会使李宇感到不安。

于是，我单独找来李宇问：“What

colour do you like?”他想了想告诉我：

“I like blue and red，but I don’t like

brown and black.”之后每次上课，无论

着装还是课件，我都会避免棕色、黑色

及相近的色调。经过一学期的相处，李

宇在课堂上的失常行为慢慢减少了。

其实，像李宇这样缺乏安全感的

学生并不少，只是他们的情况没有李

宇严重。回想教书这几年，遇到过上

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声音很轻的学

生；一到教室就身体不舒服，但医生检

查却没问题的学生；临近期末考试就

因压力太大而生病的学生……他们或

许并非故意，而只是缺乏安全感。

我有一个朴素的教育理想：成为

让学生拥有安全感的老师，被学生完

全信任的老师。我们此生有幸成为师

生，应该彼此信任，在这段时光里，孩

子安全感满满，我才会幸福感满满。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长阳小学）

我和你

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三月萌动的

万物，生机勃勃。同时，他们的内心

也充满波动的情愫，常常是一个小问

题就引发一系列事件。

每年一届的“校长杯”足球联

赛，既是孩子展现风采、逐梦绿茵、

为班争光的体育盛事，也是班主任

激励学生顽强奋进、培育班级凝聚

力和向心力的大好机会。那次的足

球联赛却让我操碎了心：第一场比

赛是两个“尖刀班”对抗，队长受伤

退赛。第二场比赛与兄弟班级伤了

和气，第三场比赛后男队内部出现

矛盾，两名主力队员因输球相互埋

怨，甚至引发了住宿生与走读生之

间的“派系”纷争……问题层出不

穷，联赛还能继续吗？回忆往昔时

光，班内没有让我费心的孩子，也没

有发生让我失眠的事件，但凡参加

校内评比活动，比赛结果也没有低

于二等奖的，这次是怎么了？

班长见状甚是着急，前去周旋，

最后碰了一鼻子灰。体育老师很热

情，主动帮忙调解，也收效甚微。

足球联赛仍要进行，班内分化更

需要及时遏制。我明白，当学生与外

界发生冲突，往往是因为内心出现了

不安因素。这次联赛的问题应该是

学生关系问题引发的，怎么办？就在

我思忖对策时，团支部书记苗苗走进

了我的办公室，她主动请缨帮忙调解

矛盾。看她娇小的身材，我心想：“这

个孩子在文艺活动方面的表现不错，

但这次是男生之间的事，虎背熊腰、

威信极高的班长都没拿下，这样一个

小姑娘能解决问题？”但是想归想，毕

竟目前还没有找到上上之策，让苗苗

试一试又何妨。

第二天上午，上课、批改作业、

安排教研组活动，再次想起这件事

已是下午的大课间。我低头踱步，

边走边想，琢磨哪个孩子更容易突

破，不知不觉来到了教室。跨入教

室门的一刹那，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儿，如此安静，偌大的教室只有几个

科代表在黑板上抄写当日的家庭作

业。一番询问后得知，团支部书记

苗苗在几分钟前与两名球队队员和

声细语地聊了一会儿，最终双方握

手言和，抱着足球去操场训练，其他

人则跟去加油助威。

班长和老师没能解决的问题，

苗苗几分钟就解决了，她与两个队

员究竟说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

解，但苗苗成功调节同学纠纷这件

事改变了我的认知：女性先天具备

心思细腻的性格特点，感知能力和

沟通协调能力更强。一个班集体的

和谐发展，离不开这些“软妹子”的

“春风化雨”。

后来，我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

苗苗当时只问了 3个问题：你们是不

是男子汉？你们还爱这个集体吗？

你们是相互怄气等着接受其他班同

学的冷眼，还是享受全班同学欢迎英

雄归来的掌声？

也许是3个问题让两个孩子发现

了问题的本质，我也借此机会思考直

白说教与启发思考两种教育方式的

内在差异，成长始终是孩子自己的事

情，经过思考的行为选择才能内化为

成长的力量。而对于班主任来说，班

级管理中的许多事务不必事必躬亲，

学生之间的矛盾由他们自己解决效

果更好。但是，教师不插手学生间的

矛盾，不代表就可以不作为，而是要

提前了解学生心理和个人能力，充分

信任学生。教师给学生一分信任，学

生就会还你一分惊喜。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高级中学）

女孩的力量 □付红波班级叙事

家校彩虹百家百家
笔谈笔谈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医疗队陆续撤离。为表达感恩之情，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

十七小学日前组织学生手绘文化衫，孩子们用最美的画表达最真挚的爱。

这些文化衫虽是同款，但除了“与子同袍”的大标识外，其他图案都是学生特别设计的。安徽省第二

医院的医护人员曹培凤收到礼物后，辗转找到肖慧茹小朋友，通过视频表达了感谢：“你的衣服我收到了，

画特别美，我很感动，谢谢你。阿姨会继续做个温暖的人。”你看，孩子们手绘文化衫时多么专注。你看，

“逆行者”穿上特制的文化衫多么开心。 （余婧/图文）

□杨雪梅

最
暖
的
文
化
衫

我秀我班我秀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