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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荟 · 师说02

临海巾山实验小学 蔡宇虹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为更有

效地促进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全面提

升班主任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优化班

主任队伍，近日，临海巾山实验小学举

办了班主任工作论坛。

一、经验分享 共话成长

活动初始，该校的包海红、彭娇丽、

林文欢三位优秀班主任结合自己的工

作实际，用典型事例向大家分享了自己

班级管理的经验。

包海红老师作题为《养成好习惯

促健康成长》的分享，用“红绿灯事件”

定规则，引导孩子理性处理问题；用儿

歌养习惯，在无形中教会孩子们规则；

用小助手提效率，培养孩子的管理能

力。她始终认为，作为老师，只有爱学

生，才能让学生健康成长。

彭娇丽老师作题为《班级管理漫

谈》的分享，她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班

级管理中的一些小妙招：表扬卡、“月之

星”评比、班级定制台历等。彭老师利用

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管理妙招，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了孩子们良好的行为规范和

道德情操，她更是善于利用悄悄话和孩

子们暖心交流，是一位充满智慧，细致

耐心的班主任。

王文英老师作题为《让忙碌变得更

有价值》的分享，她认为优秀的班主任

应该善于“使用”学生，为学生赋能；应

该实时搞点“花样”，注重仪式感；应该

学会借学校的主题活动开展班级活动，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应该学会多跟学

生“聊天”，走进学生心里。

二、榜样引领 沐光前行

刘丽丽老师结合她 20多年的班主

任工作经验，作了题为《一起向着明亮

那方》的报告。她从班主任的不同身份

出发，介绍如何做一个可爱的语文老师

兼班主任，做一个有趣的会玩的“孩子

王”，以及引领合作任课老师和学生家

长等方面的经验。

三、聚焦困惑 智慧碰撞

班主任们纷纷提出了自己在工作

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如班级管理、家

校沟通、后进生转化等问题。大家围绕

这些问题，积极讨论，踊跃发言，纷纷提

出了自己见解。

最后，该校副校长赵彩玉对本次活

动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做好班主任工作

需要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和耐心。责任

心是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关键，爱心是教

育的基础，耐心是班级管理工作的保

障。

——记巾山实验小学举办班主任工作论坛

交流互鉴 育德润心

椒江三甲街道中心小学 阮英姿

“廿四节气”是华夏祖先长期经验

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节气的背后是古

人充满诗意的内心世界。在节气的诗词

句里面，所有的景物仿佛都是有灵性，

都饱含着古人对大自然的独到感悟。在

学习节气古诗词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细品蕴藏其中的节气之美，感

悟这四季流转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赏节气之景

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按照自然规

律、随着节气变化而生长和生活的。廿四

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都有独属于这个节

气的物候现象。在古诗词中，对这些物候

变化，文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感受，并进行

了生动而细致的描绘。如苏东坡在《春江

晚景》中这样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

江水暖鸭先知。”在有关节气的古诗词教

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关注诗句中

的景物，发现这个时节独特的物候变化，

感受文人细腻笔触背后蕴藏的情感。

二、感节气之状

廿四节气是古人进行农事和各项

活动的行事历，是世间万物的时间坐

标。不少诗人如陶渊明、范成大、王维等

人都曾留下了不少与节气相关的农事

诗佳作，描绘古时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

产场景。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让

我们感受到古时夏日里那独特的田园

生活。古诗词中不乏有类似的对于农事

劳动和生活场景的描绘，而这些内容和

现今学生的生活体验有一定距离，教师

需要加以拓展和介绍，增强学生对其内

容和意义的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这首

诗词所要传达的思想情感。

三、知节气之风

廿四节气在流传的过程中，也经历

了无数的发展和演变。十里不同风，百

里不同俗，在不同的地域衍生出了许多

不同的节令，这些节令也对应着迥异的

风俗活动。古诗词中有不少对丰富多彩

的节令风俗的描绘，如王安石的《元日》

就是一首描绘古人辞旧迎新的诗作，以

老百姓过春节的传统习俗为典型材料，

记载了民间春节里的众多有趣的习俗。

学习这类诗时，教师要指导学生抓住诗

中诗中独有的节令风俗如：燃放爆竹，

换桃符，喝屠苏酒等，让学生充分感受

多彩的节令风俗背后蕴含的情感。

四、悟节气之情

古人的心境是同物候紧密相关的，

不同的景致会触发文人不同的心绪。自

古逢秋悲寂寥，每当看到秋天萧瑟景象

就会引发哀伤悲凉的情绪。秋日里的黄

昏、夕阳、黄叶、枯木容易给人一种冷

落、萧条之感。如“秋思之祖”之称的《天

净·沙秋思》中，文人选取了秋日里最具

代表性的景物，营造了羁旅之人在秋日

夕照下凄苦悲凉的氛围。在教学此类节

气诗词的时候，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体会诗人在景物选择上的匠心独运。

于古诗词教学中品节气之美

仙居横溪镇大林小学 柯彩霞

范梅南教授的《教育的情调》一书，

在内容上更偏向于教育哲学，它不是一

本教育技能指南，它更像一只无形的推

手，试图通过书里那些普通得仿佛每天

都在发生的故事，促发笔者去思考自身

的教育。

书中高频出现的“教育敏感”“教育

体验”等内容，与笔者学校正在建设的

万物生长课程的核心理念——“引万物

入课堂，以世界为教材”有许多不谋而

合之处。有了这本书的阅读做基础，笔

者在实践具体课例——“丝瓜爬进我们

校园”时，有了更多的思考与收获。

一、方寸之间，独有浓郁的情调

“老师必须以教育学的眼光看孩

子。”这同样适用于学校——教师必须

以教育学的眼光看学校，笔者所在的学

校——仙居县横溪镇大林小学，校园面

积只有 4.74平方千米，全校只有 74名
学生，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农村小学。但

这样小的一所学校，只要用教育学的眼

光看待它，那么方寸之间，同样独有浓

郁的教学情调。“教室里面的布置，学生

们的表情动作等，这一切都构成了教学

的情调，为接下来的教学埋下伏笔”，而

“丝瓜爬进我们校园”课例的伏笔，便是

笔者学校里爬了一墙的丝瓜。科学课上

孩子们无心洒下的种子，长成了这不大

的校园里，最独特也最惹眼的装饰。它

引得孩子们频频驻足，此时，一个完整

的教学情境已经产生了，作为教育者需

要做的是，对这样的教育情境保持高度

的敏感性，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发现并

抓住教育时机。初秋时节的一根丝瓜，

可以给予孩子的是最自然的教育。

二、探秘生长，亦是教育的课堂

“丝瓜是怎么爬这么高的？”这是一

个一年级的孩子，驻足许久后，发出的

疑问。他没有在问任何人，只是这样喃

喃自语。但是从这句喃喃自语里可以明

显地观察到孩子好奇的体验。有意义的

学习，通常始于好奇心。

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范梅南

教授说“孩子期待得到更多”，教育者

“应该详细地讲述那个物体区别于其他

物体的不同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帮助

他们保持活跃的思维”。教育里重要的

从来不是答案本身，而是孩子们在追寻

答案的过程中的教育体验。

从组内讨论，到查阅资料、绘制攀

爬过程图，再到比较与其他植物的异

同，这个追寻答案的过程是漫长的，但

孩子们的思维一直保持在高度活跃状

态，孩子在课堂上真正体验到的东西、

真正受到的影响明显更富有教育意义。

三、课堂之外，还有长长的人生

作为教育者要时刻牢记的是，教育

的对象不是接收课本知识的容器，是一

个个独特的鲜活的生命体。教师要“关

注课堂内的情况，更关注课堂之外学生

的生活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课堂

之外，孩子们还有长长的人生。

丝瓜小队的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年

级，各自担任着队里不同的角色。在课

程推进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掌握知识固

然是必要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

对探索大自然的兴趣、思维能力、实

践能力的发展、小组间相处的温情瞬

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都应该有对天地自然的感受，有对人

情冷暖的触动。这些让人内心变得柔

软的东西，才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读《教育的情调》有感

丝瓜沿上瓦墙生 方寸教育亦动人

黄岩樊川书院教育集团 於文君

青春期是十分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

时期，很多孩子在五六年级已经进入青

春期，并在此阶段产生了种种心理问题，

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所以关

注这个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危机，并有

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帮助，意义非常重大。

一、青春期心理危机的类型与表现

1.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这一诱因

中，又可分为与父母、老师、同伴发生人

际冲突这三类。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和

谐的同学关系都会严重影响其情绪。

2.学习压力。进入六年级，有些同

学面对突如其来的考试压力和升学压

力，明显不能适应，表现出明显的消极

倦怠情绪，不仅没有积极复习，备战考

试，反而对学习表现出自暴自弃状态。

3.情感受挫。随着孩子的生理和心

理的慢慢变化，一些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

子对性的觉醒与萌动，对情感的需要与体

验，又产生了种种烦恼与困惑，表现出迷

茫与无助。

4.网络成瘾。网络早已悄悄进入每

个孩子的生活，很多孩子还没有自控能

力，沉迷于网络游戏、聊天，甚至被网络

上不健康的文化影响。

除以上几种外，孩子青春期遇到的

心理危机还有：敏感、自卑、抑郁、烦躁、

冷漠、忧伤、恐惧、厌学、自暴自弃等。

二、有效的应对策略

班主任可利用班会、个别谈话等途

径方式，及时对此现象进行教育、疏导，

会有效缓解该类学生的心理危机，为他

们重建良好的情绪、思维、行为。

1.运用心理咨询技巧，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

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教师如果能恰

当有效地运用心理咨询的技巧或原则，

建立与学生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将会

极大地促进师生交往，克服沟通障碍，

提高沟通的质量与品质，更好地实现沟

通的目的。

2.转变沟通模式，构建平等对话环境

教师应该努力创设一种平等的对

话环境，将师生之间的对话建立在相互

尊重、信任的基础上，通过言谈和倾听

来实现沟通。同时，教师应对学生一些

不成熟的行为与想法给予适度的理解

与宽容。只有在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

教育氛围中，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了

解孩子的烦恼，化解孩子的心理危机。

3.提高沟通技巧，学习批评教育艺术

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语言沟通技

巧的培训，使自己的语言表达具有教育

性、规范性和针对性，避免不良的语言表

达方式对学生和自身带来的不良影响。

同样，在对学生的教育中，批评教育也是

重要的一环，教师在批评教育中要掌握

语言的分寸，使用富有启迪性、教育性的

话语对学生做出评价，才能让学生真正

认识自身存在的错误，接受教师的建议

并取得进步，达成有效的教育结果。

4.调动家庭力量，参与青春期教育

除了学校，父母也是孩子教育的主要

参与者和引导者，教育者应该与每位学生

家长进行良好的沟通，争取得到家长的支

持，为他们提供家庭青春期教育的技能和

相关的信息与资料，形成家校联动机制，

以便于对孩子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关注。对

孩子已经出现的问题争取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解决，从而实现“双赢”。

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面临着很多

的心理困惑甚至心理危机。教师，尤其

是作为班主任，应该要用高尚的师德感

化学生，用宽广的胸怀接纳学生，用积

极的态度鼓舞学生，用真诚的沟通引导

学生，通过与学生的有效沟通，更全面

地了解学生，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更好

地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青春期心理危机类型及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