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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摆脱当下“刷题”“背公式”的教学桎梏，让孩子真正爱上

数学？《一个数学家的叹息》的作者保罗·洛克哈特是一位杰出的富有传

奇色彩的数学家，他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以人才成长的数学知

识与能力体系建构的视域，诉说着数学之美。在本书中，他呼吁教育者

反思和尝试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带领孩子能够真正走进数学的世界，

领略数学之美。

《一个数学家的叹息》

12

班主任工作在当下许多地方

意味着风险大、难度高，而且享受

待遇与实际付出并不相符。郑英

老师连续七年担任班主任，从她写

的《班主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味》

一书中，能看出她与学生共同成长

的悲欣交集、有滋有味。

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是，郑英

为班主任繁杂工作中的某些具体

问题，给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论

断，对许多怕当班主任、拒当班主

任的教师有不菲的参考价值。

比如关于班主任和家长之间

的关系。她说：“班主任与家长都

拥有平等的人格和独立的个性，双

方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从属关

系，更不是附庸关系，而是在平等

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

如何与家长相处呢？她认为：“班

主任在与家长交往时，要摆正自己

的姿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一

方面虚心听取意见，另一方面冷静

审视，过滤其中的消极因素。”

关于教师的言说处境和意

义。她说：“如果把德育过程看作

一条‘线’，那么每一次言说都是其

中的一个‘点’，德育就是由许许多

多这样的‘点’聚集而成的。也就

是说，每个‘点’的质量都影响着德

育这条‘线’的整体效果。”所以，教

师必须注意与学生之间的对话艺

术。教师语言到底是火把还是利

剑，是教师本人必须正视之事。

班会课应该基于怎样的立场

与基调？她说：“班会课应该立足

于日常生活，从尊重日常生活开

始，并小中见大回到个体生活的世

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不同凡响的

效果。”

何为好评语？她说：“好评语

本身就是一篇富有文采的美文，能

让学生模仿、借鉴和欣赏，能让学

生既满怀敬仰，又深觉知心，从而

在潜移默化中陶冶自己的情操。”

惩戒标准是什么？她说：“惩

戒要始终清晰地指向学生的不良

行为，而不是学生本人；惩戒的是

过失，而不是人格尊严；惩戒是品

德和行为上的问题，而不是学习方

面的错误和能力。”

这些“是”与“不是”的判断，给

人茅塞顿开之感，其得益于郑英丰

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更得益于她

工作之余的及时记录与反思。读

之，大可扪心自问，我们的惩戒矛

头是否经常不准？我们是否对写

评语无所用心？我们是否让班会

课流于形式？

班主任郑英的想法全面周到，

做法充满温情又蕴含力量。

比如她表扬家长，认为表扬家

长能通过亲情效应，激发学生追求上

进。“善于赞美家长，用赞美打开家长

心扉，会使家长很乐意与你结为联

盟，从而形成一股强大教育合力。”

同样，在学生面前赞美他的父

母，会让学生觉得倍感荣耀，也会

转达给自己的家长，让家长更加积

极地投入到对孩子的共同教育中。

除此之外，郑英在书中还列举

了诸多错误做法，不知不觉而犯之

的教师恐怕不在少数。就言说来

讲，有多少教师终日絮絮叨叨、不

着边际，或陈腔滥调、毫无新意，或

嘲讽抢白、伤人于无形？郑英一语

道破其中症结：“其实，对话的关键

不在于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在于让

对方感受到什么。”

父亲，你最近问我，我为什么怕

你。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

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我的畏惧就

得细数诸多琐事，我一下根本说不全。

现在我试图以笔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你看来，你一辈子含辛茹苦，为

了儿女们，尤其为了我，牺牲了一切，让

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却从

来都躲着你。你指责我冷漠、疏远、忘

恩负义，你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

错在对我太好了。

比较一下我俩吧：我，一个洛维（洛

维是卡夫卡母亲的娘家姓），具有某种

卡夫卡气质，但是使这种气质活跃起来

的，并非卡夫卡式的创业雄心，而是洛

维式的刺激，这种刺激隐秘、虚怯地起

作用，甚至常常戛然而止。你则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

强壮、旺盛、高人一等。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

彼此构成威胁。你在教育时所用的手段影响尤其深远，

至少在我面前从未失灵过，这就是：咒骂、威吓、讽刺、狞

笑以及诉苦。也有例外，这种情形很罕见，却妙不可

言。我生病时，你蹑手蹑脚地来看我，在门槛上站住了，

伸长脖子看看躺在床上的我，怕打搅我，只挥挥手表示

问候。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到床上，幸福地哭了起来，

此刻我写到这儿时，眼泪又夺眶而出。

你听我讲明了怕你的原因之后，可能就会回答

道：“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

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光明磊落。另一种是甲虫的斗

争，甲虫吸血以维持生命。你就是甲虫一样的斗士。

你最近想结婚，又怕麻烦，就希望我帮你下这个台。

我当时却根本没有这种念头。首先，我从来不想成为

‘你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从来不愿听到我的孩子

这样指责我。我克制自己，结婚与否随你自便，可这

有什么用呢？即使我不赞成，也阻止不了你结婚，相

反，这倒会刺激你娶这个女孩，因为这样的话，‘逃离

的努力’就尽善尽美了。我允许你结婚，这也避免不

了你的指责。实际上，你通过这事以及所有其他事无

非是向我证明，我的一切指责都是对的。如果我没看

错，你写这封信还是为了当我的寄生虫。”

这番驳斥是我的杜撰。我不否认这番驳斥有一

定道理，它也为描述我俩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而

在现实中，事情当然不可能像这封信所举的例子一样协

调一致，但是，这番驳斥会导致某种修正。这样，我俩都

会变得平和一些，生与死都会轻松一些。

（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给父亲的29封信》）

如何才能当好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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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

来是个很大的命题。但在长沙市清水塘

第二小学的校长骆文辉心里，定义幸福

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她自认是一个幸福

的人，更是一个幸福的校长。

“我小时候很喜欢我的数学老师，所

以我一直认为当老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骆文辉笑言，表情一如她描述的数

学老师那般温柔优雅。梦想成真的幸福

伴随着骆文辉一路走来，她扎实地工作

着，也收获着。作为首届“长沙市十佳少

工委主任”、长沙市品德教学教研“先进

工作者”、长沙市家长学校“优秀教育工

作者”，她撰写的《家校和谐互动共促学

校发展》被入选国家级2019年度优秀科

研实践报告集，现主持国家级子课题 1

个、省级课题2个，个人荣获全国级荣誉

10项、省级荣誉19项、市级荣誉36项。

2018年，骆文辉从清水塘北辰小学

调任清水塘第二小学担任校长。作为一

个幸福的校长，她把打造幸福校园作为

了工作的重点。

不忘教育初心，让学生幸福快乐
骆文辉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

育人。教育不是短暂的，教孩子六年，要

看他六十年的发展。因此，除了日常教

学工作外，她一直非常注重对学生创造

性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比如2019年的“六一”儿童节，是骆

文辉来到清二小后的第一个儿童节。科

技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要素，为此她举行

了以“玩转科学，童年更多彩”为主题的

“六一科技周”，让每个孩子都动了起来，

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们这个儿童节没有

唱歌，没有跳舞，学生们有的在玩纸飞

机，有的在用胡萝卜与牙签搭高，有的在

做纸承重模型，有的在纸牌搭高……人

人都在玩科技。”活动的成果显而易见，

儿童节过去了许久，很多同学还沉浸在

玩转科学的快乐中。

多理解多关怀，让教师幸福温暖
“只有让老师有了幸福感，他们才会

真正愿意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到

清二小后，骆文辉发觉校园建设及老师

们的教学设施相对不足，于是，她想方设

法给校园做靓化，给老师增添新的教学

设施。

除了“硬件”上的改善，“软件”上的

关怀也必不可少。骆文辉认为，老师们

也有家庭，家庭的安稳能让老师们感到

幸福，因此，在老师们于家庭和工作两难

的时候，骆文辉总是坚定地让老师们安

心处理好家庭的事情，用实际行动让老

师们感受到学校是她们坚强的后盾。

推进家校融合，让家长幸福安心
多年的教育工作，让骆文辉感受到

家校融合的重要性。来到清二小后，她

每年至少会和家长委员进行四次交流沟

通。每个学期开学前，家长委员通过直

播、会议纪要等方式，与家长们交流整个

学期的计划和设想；在期末则总结本学

期的目标实现情况，向老师、学生以及家

长反馈学校取得了哪些成绩与荣誉等。

从 2018 年至今，通过努力，清二小的家

校融合度显著增强。

骆文辉感叹道，家长相信学校做的

每一个决定，支持学校的每一项举措，这

既是一个衡量好学校的标准，也让家长

更加的幸福与安心。

一个好校长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学

校，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这是

骆文辉的自我要求。2019年起，她赴龙

山县挂职支教副校长，对口帮扶内溪乡

九年制学校，促成两校师生的交流学习，

荣获“优秀援建干部”。对她而言，这不

仅是教育的传递，也是幸福感的流动。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做

则必成。传递幸福感这条教育大道，骆

文辉一直在路上。

幸福校长，打造幸福校园
——访长沙市清水塘第二小学校长骆文辉

本报记者 黄帝子 实习生 王怡秋

骆文辉校长与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