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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洒进心田

张弛有度  
玉琢于成

重庆市铜梁区围龙小学 牟秀容

重庆市铜梁区围龙小学 王洪

放学铃声响起，“请没有完成今天学习任务的同学起立，组长去检
查。”“老师，小溪说他的同步练习不见了，书也没背完，他今天一天
都在玩，我还提醒了他，他不听我的。” 

这不是小溪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完成作业。
于是，我准备开口训斥他。但看着他无辜的大眼睛透露着委屈，我——
犹豫了，也许他是真的做了作业现在找不到了呢？如果我不由分说批评
了他，不听他的解释，仅凭自己的偏见就妄下推断，岂不是太武断了些。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每天都以全新的眼
光去看待他们，用善意去理解，决不能冤枉任何一位同学。因为孩子幼
小的心灵很可能因为老师的一次冤枉就受到伤害，从而破罐破摔。这个
事情必须缓缓图之，我控制好自己即将爆发的情绪，我郑重地问他昨天
是否完成了作业，他坚定地回答：“我昨天真的做了作业的。”再三确认
后我让小溪同学先不要找了，赶紧加入同学们读书的队伍，否则他能把
整个早读课的时间都用来找作业。

现在需要证实小溪同学是否做了作业。如果做了作业，那么他丢三
落四的坏习惯就需要好好改一改了。但如果还和上次一样，没做作业，
而是通过这个办法来逃避责任，那可不能再像上次一样批评教育之后就
让这件事情轻易过去。毕竟已经给过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并没有
改正，反而还故伎重施，如果再轻拿轻放，那么他就会认为这样的事情
是被允许的，下次不做作业还是找同样的借口，甚至认为可以以此为借
口不做作业。

那么该怎么辨别事情的真相呢？于是我想到可以问问小溪的妈妈，
看看小溪是否有做作业。我立马发微信问小溪妈妈：昨天小溪是否有做
作业？小溪妈妈说昨天她看到小溪做了作业，而且是全部完成了的；我
接着说，可是今天他的作业又没找到。小溪妈妈回复，应该是又弄不见
了。于是我让他妈妈在家里好好找找，我在学校也帮着小溪找。下课后，

刚开始带班时，我生怕学生会不服管教，
以后六年麻烦不断，所以管理十分严格，一板
一眼，不准学生有丝毫违规。后面我发现，一
味地强硬，效果适得其反，部分同学会破罐子
破摔，在闯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尤其是我们班的小阳。
每次小阳犯错，我都严厉地批评他，根据

班规处罚，找家长再教育。但好景不长，他总
是上一秒承认错误，下一秒就继续犯错。不仅
是同班同学，就连科任老师对他的意见都很大。

其实，小阳身上还是有优点的，乐观大方，
回答问题十分积极，热爱运动。只是这些优点
被缺点掩盖，让同学和老师不自觉地忽视了。
于是，我开始认真观察，寻找原因。结果发现，
当我严厉地批评他时，他会感到委屈。

我感到疑惑不解，明明是小阳犯了错，为
什么他会委屈？反复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
小阳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判断标准，是
对是错，他往往并不清楚。当我去批评他时，
他才会振振有词。

因此，我要让小阳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

打开他的书包，我像是打开了一个“百宝袋”，他的书包里除了有本
学期要用到的书、本子，还有很多以前用过的本子，甚至还有之前做
过的自主学习单，但是已经面目全非……我帮他一边收拾，一边找寻
昨天的作业本，并告诉小溪以后不要再将与本学期学习无关的东西带
来，同时也告诉他每天做完作业后把要交的作业放在一起，再放进书包，
第二天到学校及时交给组长。这时小溪妈妈发来一张图片，一个灰扑扑
的作业本映入眼帘，她告诉我在桌缝里找到了作业本。作业虽然找到了，
但事情并没有解决。我继续和小溪妈妈沟通，以后他完成作业后督促
他自己收拾好书包，然后妈妈再检查一遍，没有遗漏则可以给他奖励，
如果粗心又有作业收掉了则给予相应的惩罚，比如，减少看电视的时间，
以此来规范小溪的行为习惯。

随着小溪慢慢长大，这样的事情虽然偶尔也有发生，但是在学校
和他爸爸妈妈的努力下，他的书包和课桌渐渐变得整洁，每天都能按
时完成作业，行为习惯得到了很大改善。他也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即使有时候错题改了很多次，把自己改得快崩溃了，会有点小情绪但
他还是忍住了泪水，快速地改完，也不会在地上撒泼打滚地哭。完成
作业后，他甚至还笑着说：“做完作业，下课一直玩不香吗？”

其实回顾当班主任的这些年，小溪同学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刚
开始，我下意识地偏爱乖巧的学生，忽视平凡的学生，严厉地对待调
皮的学生。在孩子们眼中，我成了一个粗暴、不讲理的老师，师生之
间互不信任。慢慢地，我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若我总以偏见的眼
光看待他们，以恶意去揣度，那这个班级始终是有问题的，我这个老
师也必定是失败的。人有两面，我要以善意的眼光去发现、去寻找每
个孩子可爱的地方，用真诚和时间去灌溉无数个“小溪同学”，将爱
洒进孩子的心田，相信在爱的怀抱中，未来他们定会年少有为，不负
韶光。

么事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班会课上，我特
地邀请小阳说一说，应该制定哪些班规。刚开
始，小阳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但渐渐地
声音越来越小，脸也越来越红，很显然，小阳
意识到了自己平时犯的错。都说，自己做的饭
吃起来更香。小阳参与制定班规后，犯错的频
率下降了，不好意思带头犯错。虽然还会闯祸，
但也没有了理直气壮和老师对呛的底气。

过犹不及，把小阳抓得太紧，批评多了，
他又开始自暴自弃。人有呼吸，弓有张弛。所
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让小阳不犯错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允
许他犯错。不是不处理，而是延迟批评，先缓
解小阳的情绪，让他放松紧绷的心，再换位思
考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我将小阳每天闯的祸记录下来，了解到他
很多时候不是主动故意去找同学麻烦，多数是
因为性格上过于大大咧咧，喜欢横冲直撞，总
是不经意间把同学的东西弄掉或者碰到同学。
其他同学只关注到自己东西掉了，被小阳撞到
了，并没有思考为什么，所以小阳和同学间的
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有时候明明不是小阳的
错，也怪在小阳头上。他感觉委屈，没人理解
他，越发生气，越不肯低头。再加上小阳缺乏
自律性，这一点在他身上格外明显，在众人看
来就是无可救药，屡教不改。

找准病因，我开始对症下药。在严格要求
的同时，我对他更加呵护，希望在班级里小阳
能过得轻松愉悦，不要总是竖起“尖刺”，伤
人伤己。在班会课上，我教导同学们学会宽容，

学会原谅。在课下，我找来小阳，认真地和他
分析同学们不喜欢他的原因。一边肯定他的大
方热情，一边温柔地提醒，同学间相处也要注
意方式，只需要注意小细节，走路慢一点，说
话轻一点，就能避免很多矛盾。

同时，为了转变小阳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形
象，我鼓励小阳积极参与运动会，为班级取得
荣誉；三思而后行，学会道歉，避免冲突。在
半期总结、期末总结时，我将小阳的变化告诉
同学们，大家惊讶不已。小阳这块璞玉也慢慢
绽放出自己的光辉。

在改变小阳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地了解
了“张弛有度”的深刻含义。教育学生，不能
把他们看成一台学习机器，他们有血有肉，会
思考会反抗，会高兴会哭泣。用班规定方向，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用爱心去关怀，发现优
点，健康成长。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学生都是
独一无二的，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
我们能做到既有慈祥的关爱，又有严厉的管教，
那将会事半功倍。玉琢于成，每一个孩子都是
一块璞玉，需要用爱去尽心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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