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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七中 都娟

�������午休时间， 李老师从教室后
门悄悄走进教室， 只见平常特别
能闹的小军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
低头看着桌上的书。 李老师十分
欣喜，悄悄地凑上前去，想看看他
看的什么书， 结果发现小军的书
下压着一部手机。

手机可是学校三令五申强调

的“违禁品”，李老师一把拿过小军
的手机调侃道：“呵！这么认真，给我
欣赏欣赏！ ”“不行，这是我的……”
见是李老师， 或许知道接下来的
后果， 小军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
来。 李老师示意小军到教室外面。

“手机是你的吗？ ”见小军一
脸倔强的表情， 李老师轻声问道。
“是的。”小军愤愤地说。“按照学校
的规定，手机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
这儿？ ”“是的。 ”“那是不是该由我
代为保管？ ”“不行，不行……”小
军有点儿着急，连连摇头道。

见他如此， 李老师提议到操
场上走走。 小军犹豫了一下，还是
点了点头。 说实话，小军平常的学
习和表现很差，为了改变他，李老
师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如经
常找他谈心，鼓励他正视自己，努
力学习。 在李老师的努力下，小军
还是有不少变化的。

操场上， 李老师边走边总结
了这段时间小军的表现， 肯定了
他的进步。 一阵轻风拂来，小军的
情绪慢慢稳定了。 他低着头，惭愧

地说：“李老师，今天是我不对，辜
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您以前为我
做了那么多，刚才我太冲动了，态
度很不好……请您原谅我！ ”

见他这样，李老师话锋一转，
拍拍他的肩膀道：“小军， 其实通
过今天这事儿， 老师在你身上发
现了两个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是
你的冲动，虽然不好，但从另一个
方面说明你有胆量、有冲劲，如果
用到好的地方， 一定会让人刮目
相看；二是通过交流，老师知道你
还是一个懂情谊、明是非的人，老
师以前的心血没有白费。 相信今
后我们的相处会更融洽！ ”

听完李老师的话， 小军满脸
诧异，然后双眼一亮，深深地向李
老师鞠了一躬。

教育是师生之间心灵碰撞

与交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时代的进步 ，个性突出的学生
越来越多 ，师生交往过程中出现
矛盾和冲突的概率越来越大 ，而
且稍有不慎 ， 就会造成严重后
果 。 因此 ，如何妥善处理师生冲
突 ，成为教育中的重要课题 。 案
例中，李老师工作细致 、细心 ，遇
事冷静 ，真心关爱学生 ，所以他
有效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师

生冲突 。 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

第一， 保持冷静是处理师生
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英国心理学

家鲍德温说过：“一个情绪不稳定
的教师很容易扰动学生的情绪 ，
而一个情绪稳定的老师， 会使学
生的情绪趋向于稳定。 ” 一般而
言， 师生间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往
往是因为一方的不冷静造成的 。
青少年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 ，受
社会不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叛
逆，易冲动。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
的重要引导者、教育者，在与学生
相处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
尊重学生、做真教育的原则，善待
学生的 “错 ”，客观冷静地分析问
题，根据实际情况 ，当机立断 ，因
人因时调整教育策略和方法 ，避
免问题扩大化。 案例中，李老师发
现小军的情绪有可能失控时 ，智
慧冷静地转换了谈话环境， 采取
迂回的谈话方式， 让师生双方都
有了缓冲的余地， 有效地避免了
问题升级。

第二， 真心关爱学生是处理
师生矛盾和冲突的保证。 真心关
爱学生的教师， 往往能在师生间
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基础 。 “亲其
师 ，则信其道 ”，在师生矛盾冲突
骤起时，真心关爱学生的教师，会
以学生的发展、改错为重，能放下
架子，愿意倾听学生的诉说，化解
学生的冲动情绪。 案例中，李老师
平常就对小军的成长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小军也是信任李老师的，
所以他很快就承认了错误， 向李
老师道歉。

第三， 掌握沟通的方法和技
巧。 案例中，李老师运用了一些沟
通方法，“发现优点， 真诚帮助”，
触动了小军的心。

李老师给小军讲的一段话 ，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每个学生的
心灵深处都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

量，它们是积极的 、健康的 、向上
的。 教育者要用真心去感受，用真
爱去发掘，激发学生的潜能，唤醒
学生的生命感和价值感。 做到了
这一点， 师生就能共同谱写出和
谐的教育华章。

“手机冲突”是这样化解的
□ 龚俊波

�������开往浙江余姚的列车上， 旅客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
打发着无聊而又漫长的时间。 读书、看报、玩手机、吃零
食，虽然挺忙活，却也没有大声喧哗之众，偶尔从某个地
方传出几声小憩的轻鼾， 又在人们友好的咳嗽声中戛然
而止。

“冰淇淋、休闲食品，有需要的吗？儿童玩具、充电宝，
有谁要买吗？ ”从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位女服务员甜甜的
叫卖声。 她顺着车厢座位中间狭窄的过道，推着一辆装满
货物的小推车缓缓前行。 女服务员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
嘈杂和聒噪，所以乘客虽然对商品不感兴趣，但对这清新
的叫卖声并不讨厌。 或许在大多数乘客看来，这叫卖声已
经司空见惯。

当这辆不被人关注的小推车准备离开这节车厢时，却
被坐在门口的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拦住了去路：“妈妈，我
要玩具！ ”女服务员听到后，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她随手挑选了一个会发声、能发光的玩具，塞到了小男孩
手中。 小男孩接过玩具，紧紧地攥在手中，贪婪地玩弄着。
小男孩的妈妈开口了：“这个玩具多少钱？ ”女服务员微笑
着说：“120元。 ”“这么贵？ 商店里顶多卖几十元钱！ ”小男
孩的妈妈故意提高了嗓门。 这时，小男孩的爸爸冷不丁冒
出一句：“家里不是有吗？不能买！ ”说着，爸爸从小男孩的
手里强行夺过玩具，还给了女服务员。 “爸爸真坏！爸爸真
坏！ ”小男孩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迅猛倾泻下来。

坐在旁边的一位老人立刻把哭闹的小男孩搂在怀

里，一边哄着，一边不停地晃着：“不哭了，小乖乖，奶奶给
你剥橘子吃。 ” 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声持续了将近二十分
钟，一车人个个眉头紧蹙，烦躁不安，估计都被孩子的任
性给彻底打败了。

小男孩哭闹的过程中，身边三位亲人表现出不同的态
度：妈妈苦口婆心地给孩子讲道理———为什么偏要在车上

买高价玩具，不如回家买更经济实惠的划算；爸爸少言寡
语，但态度坚决———家里有类似的玩具，所以不能买；奶奶
则反复念叨一句话———听话，乖！ 听话，不哭了啊！ 一家四
口，就这样上演了一场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情景剧。

周围的乘客开始出现小小的骚动，你一言我一语，小
声嘟哝着：“这孩子可真够倔的！长大了谁能管得了？ ”“家
长也得想想办法呀！ 别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啊！ ”“哎，都
是家长惯出来的！ ”

小男孩的妈妈终于坐不住了，噌地站起来，朝着车厢
门口冲过去。 孩子的爸爸想拉没拉住，从牙缝里挤出三个
字：“神经病！ ”周围的乘客一阵唏嘘，猜想孩子的妈妈可
能是因为忍受不了孩子的哭闹，决定去买玩具了。 看来这
场利益争霸赛，最终还是家长妥协，孩子得逞。

不一会儿，小男孩的妈妈回来了，后面跟着刚才那位
女服务员。 妈妈走到座位前，怒气冲冲地用手指着仍在哭
闹的孩子，高分贝地叫嚷道：“你看看，你的一个玩具让孩
子在这儿哭了半个小时，我怎样哄也哄不住，这事闹得一
车人都不得安宁。谁允许你在车上卖东西了？谁允许你把
玩具递到孩子手里了？ 他还是个小孩儿，哪能抵挡住玩具
的诱惑？ 我要投诉你！ 我要投诉你们！ ”

女服务员吓蒙了，不停地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
真的对不起。 ”说着，女服务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果递
给小男孩。 小男孩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哭得更加肆无忌
惮了。 女服务员慌了手脚，除了道歉，只剩道歉了。

谁的错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 他小时候读书有个
习惯， 发现喜欢的文字总要抄写
在纸上，然后毫发无损地背下来，
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好方法 。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读书， 也是读
读写写背背的，现在想来，至今仍
有沿用的价值。

徐特立先生极力推崇的 “不
动笔墨不读书”，就很有道理。 我
们在读书时不断思考， 将思考及
时写下来， 对作品就有更深入的
理解。 写读书笔记是学生积累好
词佳句的记录方式， 但是长期的
机械的摘录容易磨耗学生的心智。
还有一些学生，把读书笔记视为沉
重的负担，敷衍了事，为完成任务
不去甄别优劣，实行拿来主义。 仔
细分析这种状况，问题不在于读书
笔记本身，而在于对读书笔记的狭
隘定位，扼杀了学生的主动性。

怎么办？ 想让读书笔记发挥
应有的作用，就要使读书笔记的内
容开放起来，比如，可以摘录，可写
读后感，可写内容梗概，可作推介
词等无所不写。 举个例子，有的学
生读《三国演义》，在读书笔记上罗
列书中所涉及的兵器及使用的人，
这就是他站在自己独特的角度才

有的发现和收获，这都是可以的。
在实践中， 我还尝试为高年

级学生设计了一张接近表格式的

阅读卡。 学生在记录文本中好词
好句好段的同时， 重点突出读书
的感悟，当然也可以提出问题。

无论是读书笔记还是阅读

卡，要想写得好，都要注重在阅读
过程中， 将课堂阅读教学上习得
的圈点批注方法迁移到课外 ，直
接用于阅读课外读物的文本 ，鼓
励学生尽可能多地进行批注式阅

读，用简明的符号和简洁的语言，
在文本四周的空白处做批注 、提
问题或写感想，引起阅读的专注，
促进深入阅读。 学生与文本之间
极具个性的体验式对话， 强调的
是文本感悟， 感悟越深刻就越接
近理解文本的主旨， 能更快地提
升阅读理解、赏析评价的能力。

在阅读过程中， 首先理解文
本表达的意思， 用几种彩色笔圈
画自己认为好的词语、句子，并在
触动自己的地方做批注， 然后把
阅读收获整理到阅读卡上， 这样
对于文本的阅读就比较完整 ，这
是读好书并持续写好读书笔记的

有效方法。 如一个学生在阅读《咸
菜慈姑汤》时，这样批注：“不知道
这汤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真想尝
一尝。 作者真有意思，竟能把一道
菜写得如此有情调。 看来，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可以写到作文中。 ”这

些批注尽管比较稚嫩， 却折射出
学生真实的阅读思考， 彰显了个
体阅读，展示出“夫缀文者情动而
辞发”的写作境界。

在教学中， 对应于每一篇课
文，我几乎都会补充一篇文章，作
为阅读资料给学生读后做批注 。
第二天，我会针对学生的批注，适
当给予回应，或抽查，或回答提出
的问题， 或对应其感受和观点谈
自己的看法。 这样不仅可以更全
面地了解学生阅读理解的情况 ，
更是对学生阅读体验的肯定 ，以
激发学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和动

力。 比如，我给学生提供了这样一
篇阅读资料《爱成习惯 》来批注 。
有个学生在读到 “父亲说：‘回来
了？ 我们的身体都挺好的，别总想
着往家跑。 坐车又累，你星期天也
要休息。 ’”“我知道，父亲对我经
常回家来总是 ‘口是心非 ’”这几
句时，就批注提出问题，自己还进
行回答 ：“回老家一趟也是很辛
苦的 ，父亲心疼我 ，不想让我耽
误休息的时间 ，可是心里却是喜
欢看到自己孩子回家的 ，所以又
盼着我回家。 ” 从批注内容可以
看出 ， 他对文本的理解很准确 ，
整体把握到了文章的主旨 。 同
时 ，提的很有价值 ，足以体现出
学生们阅读质量的提升。

我还注重读书笔记的成果交

流，如展览评比 、专题交流 、互动
欣赏等。 因为读书笔记总是在写，
时间长了，学生容易厌烦，而成果
交流可以让学生产生成就感 ，并
能转化为学生做读书笔记的源源

不断的动力。
圈点批注的阅读就是帮助学

生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 养成和
文本对话的习惯， 养成自然表达
阅读体验的习惯。 这些习惯一旦
养成， 就会成为提升学生语文素
养的重要途径， 也会成为学生个
人成长的重要阶梯。

□市实验小学 李桂荣

不动笔墨不读书

�������因下雨，学生只能在室内上
体育课。 刚下课，体育老师就气
冲冲地来找我 ， 说课堂纪律太
乱 ，无论自己怎么说 ，学生依然
我行我素，乱个不停。说实话，办公
室里那么多老师，体育老师把话说
完，我的确觉得难堪，对学生的表
现也很生气。 但是，多年的班主任
工作经验告诉我：不能发火！ 往教
室走的路上，我强迫自己迅速冷静
下来， 开始为学生找理由———或

许是因为室内体育课没事干，或
许是因为我出差一周学生们的纪

律有所松懈，或许……一堆“或许”
之后，负面情绪已经跑了大半！

一进班，学生都瞪大眼睛望着
我， 大概意识到自己把体育老师
气走不对。 站在讲台上，我问：“谁
在体育课上做到遵守纪律了 ？
请举手！ ”无一人举手。 我继续
问 ：“谁能说说平时很守纪律的
自己为什么体育课上一直说话？”
这样一问， 有两人举手了：“我看
见大家都说，我也就说了。 ”“我
不知道要干什么！ ”

听了这两个学生的话，我心

中不由一动，继续问：“谁和他们
的理由一样？ ”唰唰唰，学生们的
手都举起来了。

我说 ：“老师说过要学习别
人的优点，没教过你们学习别人
的缺点呀！ ”学生又都沉默了！我
继续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那
么，今天我们就来练习一下如何
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节课，自己
安排。 记住，学习别人的优点，不
要学习别人的缺点。 ”

刚开始 ， 学生们大眼瞪小
眼，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过了
一会儿 ，有人开始看书 ，有人开
始练字 ， 不知所措的人越来越
少。 教室里静极了。

快下课时，我问学生这节课
有什么收获。 有人说学会了自己
给自己找事干，有人说学会了安
排时间，有人说学会了别人的优
点……或许今后他们还会在课
堂上违反纪律，毕竟活泼好动是
孩子的天性 ，但我相信 ，这样的
“练习”多了，学生们一定能学会
自己给自己找事干。

�������课间，我从教室门口路过，碰巧遇见小航傲慢地对正
在写作业的班长刘雨薇说：“别白费力气了，再努力你也是
千年老二，要么班长的位置就让贤……”看到我出现在门
口，小航不吭声了。 我安慰了刘雨薇，把小航叫到办公室。
小航的确聪明，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且把同学们远远
甩在后面。不过利弊相连，好成绩使小航变得高傲无比，瞧
不起同学。 我曾多次指出他这个毛病，可都无济于事。

到了办公室，我与小航促膝而坐，冲他微微一笑。 他
倒识趣，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看他这个样子，我立即有
了对策：“小航，你博学广识，今天跟老师聊下历史人物，
怎样？ ”

小航立刻来了兴趣，放松了警惕。“好啊，老师想说谁？”
“清朝，周沐润。 ”我一字一顿地说。 小航不屑地一笑：“他不
是名人，我不了解。 ”“周沐润不是大名人，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他有才啊，清代层层科举考试，他多次考第一呢……
可他后来却被发配充军，幸而遇到皇帝大赦天下，才被免
了苦役。 ”

“唉，真可惜。 ”小航惋惜道。
“确实可惜，古往今来，多少人才被一个‘傲’字给毁

了呀。 ”
小航抿着嘴， 拧巴着眉毛点点头， 又灿然一笑：“老

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这就向刘雨薇道歉去。 我坚决
不做周沐润。 ”望着小航欢快奔跑的背影，我长长吁了一
口气。

不做周沐润
□ 崔利敏

学会自己找事干
□ 申娜

�������为了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
课堂学习习惯，我选取精美图案
制成卡片，美其名曰“奖卡”。 我
告诉学生 ，谁的表现好 ，老师就
会把奖卡送给他。 因此，每一个
教学环节下来，我都会评选出几
名表现优秀的学生，告诉大家他
们好在哪里，并郑重地把奖卡送
到他们手中。 渐渐地，违反课堂
纪律的少了， 认真听讲的多了，
他们都想用自己最积极的表现

博得老师的肯定。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养

成了良好的课堂习惯时，我不得
不在奖卡的发放方式上进行相

应的调整。 例如：那些已经有了
良好课堂习惯的学生，即使没有
老师的激励， 他们也会一如既往
地好好表现； 而那些正在转变过
程中的学生， 则成为我奖卡激励
的主要对象。那天，小雨就成了获
得众多奖卡激励学生中的一员。
我把奖卡送到小雨手上， 说：“刚
才小雨表现棒极了，老师把奖卡
送给他，希望他能再接再厉！ ”显
然， 我的举动让学生感到意外，
他们都疑惑地望着我。 我想，小
雨平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是
要找这样一个教育契机来激励

他，或许他很快就会有所改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 一下

课， 班长就匆匆赶来反映情况，
说小雨不稀罕老师的奖励。 我一
愣，急忙找来小雨问原因。 小雨
涨红了脸 ：“又不是……不是我
一个人这样说，别人还扔过奖卡
呢。 ”我好丧气，立刻叫来班长询
问情况。 “前几天，有几个学习好
的同学说他们课堂表现那么好，
却一张奖卡都得不到，相反那些
违反课堂纪律的同学却经常得

到老师的奖励，说这样的奖励不
要也行。 ”班长悄悄地告诉我。

“还有人把奖卡扔掉了？ ”我
又追问。 班长点点头，说：“是这
样的 ， 昨天你发给小麦一张奖
卡，后来听他说有时候他认真表
现， 可就是得不到老师的奖励。
可是昨天他跟同学说悄悄话违

反了课堂纪律，没想到还受到老
师的表扬，他说这奖励说明不了
什么，老师想给谁就给谁。 ”“老
师 ，我也是看别人这样 ，听别人
这么说 ，我才……”小雨声音低
低地告诉我，“老师，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 我没有批评小
雨，让他们回了教室。

我很愕然 ，真没想到 ，我煞
费苦心设计的激励措施，辛辛苦
苦制作的奖卡，在学生眼中竟然
成了笑谈。 我不得不开始反思。

认真回想了问题发生的前

前后后，我突然明白了。 为何刚
开始得到奖励时学生们会非常

兴奋 ，如获至宝 ，而现在他们竟
表现出如此的冷漠？ 这都是因为
自己考虑不周造成的。 我虽是好
心 ，却犯了厚此薄彼的错 ，伤害
了那些优秀学生的心，也使得到
奖励的学生不知道珍惜，所以奖
励失去了意义。 不过，庆幸的是，
我及时发现了问题。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原原本
本地讲给学生们。 我说：“我不怪
你们 ，从现在起 ，课堂上究竟该
奖励谁，大家一起来评议。 我们
将在每个环节后进行小组奖励

提名。 课后，我们对提名进行公
示 ，让大家一起来评一评 ，究竟
谁的表现好，哪些才是应该得到
大家肯定的学生！ ”我的话刚讲
完，教室里就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可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它让
我对如何奖励学生这个问题有

了新的认识。
其实 ，不光是奖励 ，老师对

学生的评价 ， 对学生的表扬与
赏识也是一样的 ， 都是很重要
的教育手段 。 它们最本质的目
的是为学生的发展指明方向 ，
使学生在内心建立起一种内部

激励机制 ， 在鼓舞当中不断进
步。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一
定要慎重 ，不可厚此薄彼 ，如果
肯定了一个 ，忽略了另一个 ，其
激励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 甚至
适得其反。

老师
我不用你奖励

□ 王利华

教学札记

教海探新

������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在他人生是非观这张白纸
上，才刚刚画出了寥寥几笔。 在他平日的生活中，影响他
最大的应该是家人。 家长和孩子发生矛盾时，家长的一次
次妥协，只会促使孩子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认为哭闹是可
以解决问题的，只要坚持闹下
去，就能取得胜利，过去如此，
现在也应如此。 其实，哭闹只
是一种表象，是孩子内心想法
的外显。哭闹的背后隐藏着教
育的导向，也是教育成果的最
终呈现。 因此，做家长的更应
该自我检讨，先从自己身上找
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