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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科任教师集体向我投诉
小睿，说他没有做完作业，教育多
次仍不知悔改，严重影响了班风班
纪。于是，我将小睿请到办公室，他
无精打采地低着头站在我的办公桌
旁边。我没有搭理他，自顾自地一
边笨拙地用电脑录入考试成绩，一
边回想小睿的点点滴滴。小睿除了
学习暂时落后，其他方面都还可以。

“老师，你也太笨了吧，一个成
绩分析表做这么久都没做完。”站
在一旁的小睿忍无可忍。“什么？
我还没批评你，你倒先说起我来
了？”我略显生气地说，“我现在要
去巡查班级，电脑交给你，我回来
之前，你要是能帮我做好成绩分析

表，可以从宽处理，不然有你好果
子吃！”

我巡查完班级回到办公室，看
到小睿正皱着眉头坐在电脑前，看
来是遇到麻烦了。看到此情此景，
我不禁窃喜，心想：“让你嘲笑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正在我思考下
一步该怎么办时，小睿猛地跳了起
来，说：“老师，圆满完成任务！被
骗到了吧？我的演技是不是很
好？”看到电脑里整齐有序的数据
和小睿得意扬扬的样子，我拍了拍
他的肩膀，说：“你怎么这么棒啊！”
听到表扬后，小睿的眼神一下子变
得自信了。

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

转化小睿的方法。我对小睿说：
“幸好有你帮忙，不然，我猴年马月
才能做完啊。”“老师，这其实很简
单，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教你。”“老
师先谢谢你，但老师有一个条件。
你要在保质保量完成作业的前提
下，到办公室教我处理各种数据表
格、文档编排的技巧以及开发班级
德育管理系统。”小睿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语文老师的投诉给我
泼了一盆冷水，小睿的语文作业完
全没有做。我连连叹气，心想，长
期累积的坏习惯怎么可能说改就
改呢？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我旁
边，是小睿。他小声地说：“老师，

不好意思，让您失望了……”我正
要严厉批评他时，他把一本满是红
笔订正的数学作业摆在我的面前，
愧疚地说：“我底子薄，之前也没有
好好听讲，所以数学作业做了一整
晚，没时间做其他作业了。我会利
用课余时间把其他作业补好。请
老师继续信任我！”听到这些，我为
刚刚对他的不信任感到愧疚，暂且
答应了他的请求。

接下来的几天，据科任老师反
映，小睿上课的状态越来越好，他
开始认真参与学习小组的讨论交
流和课堂的展示点评，还会在课后
主动向老师和同学请教问题，利用
碎片时间提前做当天的作业。

做一个“笨”班主任
□ 孙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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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乐学乐教

统编语文二年级下册“快乐
读书吧”推荐的文章《神笔马良》
中写道：马良用神笔画了大骏
马，一路疾驰，载着马良逃出了
坏蛋县令的追讨。这个故事让
学生回味无穷，一是为了马良的
精湛画艺，二是为了大骏马的精
彩神奇。

恰好学校附近就有一个规
模较大的马场，这不就是最好的

“教室”吗？于是，学校将劳动课
与语文课本结合，发起了一个跨
学科项目“以梦为马，走进马场”。

身临其境，将课文情节还原
为生活场景，这是“以梦为马，走

进马场”项目的初级目标。几十
名师生走进马场，直观欣赏骏马
的形态、跑姿，比对着课文，脑海
中立刻就有了马良英勇、骏马飞
驰、县令气急败坏的画面。

项目组精心设计了5个维度
的任务。一是“马韵深深”，这是

“识马环节”，师生一起探究马术
的起源与发展，了解马术的特点
及代表人物；二是“乘骑指南”，
从马的品种、马术工具和装备、
注意事项、乘骑技巧、安全乘骑
等方面，让学生实现了从“懂马”
到“骑马”的飞跃式体验；三是

“爱马大师”，了解马儿营养，知

道马儿的护理，最后再参与到马
房设计，大家明白了马儿也是有
情感、有情绪的，要精心呵护，也
能正面管教；四是“马趣知识”，
掌握马的一些趣味知识，如马儿
是不是真的在笑、马脸为何那么
长、奇特的眼睛、“会说话”的尾
巴等，这也就提升到情感上的

“乐马环节”；五是“马影绘心”，
学生先欣赏国画、剪纸、油画及
漫画中的马，然后现场选定喜欢
的马匹，从造型观察、色彩感受
等方面进行创造实践。“读一万
匹‘马’，不如访一匹马”，活动后，
大家一致认为。

评语是教师笔端常见的
文字，也是融入教师教育生命
的特有语言。

用笔尖传递教育的温度，
是评语功能的诗意化表达，需
要教师从三个维度突破。

首先，对始于笔端的评语
有敬畏之心。评语一旦写出，
就带着神圣的教育功能，教师
只有真正意识到评语的严肃
性、教育性，明晰评语对学生
发展的深远影响，才会以审慎
的态度对待评语。当教师本
着一颗教育人的初心，谨慎地
书写每一条评语时，教育的种
子已然播于学生的心田了。

其次，建设助力学生发展的评语资源
库。身为教师，我们不仅要积累一系列
能正向评价学生的褒义词，还要梳理适
合不同学生特质的话语资源，建设评语
资源库，以备日常不时之需。好的评语
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致可用“学生优点/
进步点描述+教师认可与欣赏+对学生
未来成长的期待”这一公式来表达。当
学生回味自己的学习生涯时，一句句饱
含师爱与肯定的评语会成为美好回忆
的线索，让学生相信自己，并心生力量，
克服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持续向
前。其三，用笔端之语持续传递信任与
期待。当学生收获教师对自己的肯定、
激励与期待时，心灵会受到触动，但这
一动力不足以支撑其完成明显的行为
改变。当其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教师的
评语中收获肯定、激励与期待时，其动
力系统会逐步建立，于是，评语开始发
挥春风化雨的作用。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爱满天下”的教
育思想，对当今教师产生了深远影响。
评语，看起来略显平常，却承载着深远的
教育功能。当教师智慧地运用评语传递
教育温度时，更好的教育也会在教师、学
生和家长的良性互动中慢慢达成。

然然是班里的“小拖拉”，课
堂练习跟不上进度，晚上做作业
常常到11点，习作、家庭小练笔
对他而言更是难题。然然妈十
分焦虑，主动找老师沟通，希望
得到帮助。其实在班级里，然然
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为了解
决“然然们”的问题，我认为首先
要培养学生目标感。

我尝试从设定可视化目标
和具化、细化目标入手，初步帮
助“然然们”建立目标感。

我设计了一节班会课，主题
为“我是作业小能手”，让“小拖
拉”在情境中感受“作业小能手”
的成功体验。情境人物有语文
老师、浩浩、涵涵、佳佳以及聪
聪，情境设计如下：语文老师要
求同学们在20分钟内背诵古诗
并理解古诗意思。浩浩拿起书

摇头晃脑、一字一顿地背诵起
来；涵涵直接翻开参考资料，先
抄写古诗诗意；佳佳心想，这太
简单了，慢慢来，先休息一会儿
再说；聪聪先借助教材提示理解
并写下诗意，再背熟古诗，他是
最快完成任务的学生。

然然在情境中扮演的是聪
聪这个角色。活动结束后，我引
导扮演者交流体验，然然说：“我
这次能取胜，主要原因是不拖
拉。一开始，我就用老师平时教
的方法，先弄懂关键字词的意
思，再把整句诗的意思写下来。
知道意思了，背起来也就快了。
我体验到及时完成作业并不难，
得到第一很快乐。”接下来，我让

每一个“然然”来扮演聪聪的角
色，体验“作业小能手”的快乐。
班级里的“小拖拉”也在交流与
讨论中归纳出提高作业效率的
好方法——先分析任务难易度、
关联度，再对焦目标逐步完成。

我请全班学生针对近期学
习上出现的问题，写下可行的阶
段目标，强调目标要与自身实际
相符，且是可以实现的。经过一
段时间的尝试，引导孩子们实现
目标，渐渐地，拖拉的毛病也得
到了改善。

一堂有关马的课
□ 陈康和 殷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