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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轻的高学历的家
长，和很多年前的家长大不一
样，他们对于教育、对于孩子
的培养，有自己的理念与想
法，这也带来了家校沟通上的
挑战。

班级里有一些富有个性的
家长，对此，王老师总是抱着理
解的心态，寻求教育的合力。

有一位“佛系妈妈”令王
老师印象深刻，相比学习成
绩，她更看重孩子的运动和阅
读。但有一次，她突然给王老
师打来电话，聊起了自己面临
的压力，并号啕大哭，那实际
上是她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普
遍的社会现象冲突时所感受
到的压力。“那一次，我们聊了

一个多小时，我表示了对她教
育理念的理解，对她重视运动
和阅读的肯定，但也建议她适
当时候应该给予孩子向上的
支撑。后来，她由哭转笑，耐心
地听了我的想法。这之后，她
积极参与学校的亲子活动，尤
其是上个学期校运会上的妈
妈舞蹈队，不会跳舞的她也积
极来参加，家校的沟通变得更
加顺畅。”

作为一名工作仅6年的老
师，王晶晶老师说，在成为一名
好老师的路上，自己还有很多
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她积极
参加镇海区的“啃读挑战”活
动，在阅读、分享专业书籍的过
程中，寻求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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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发芽不能食用
换个环境却能闪闪发光”

她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孩子

在一个学期的时间

里，一名家长多次向记者

推荐孩子班上的班主任老

师，她告诉记者，这是一名

用心工作、积极上进的老

师，值得推荐，“有一回，女

儿没弄明白几道题，自己

打电话联系了王老师，那

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半，可

王老师温柔、耐心地讲解

了近15分钟，那一刻我挺

感动的。”

这位家长是镇海区实

验小学609班周凌岚同学

的妈妈，她推荐的老师，是

该班班主任王晶晶老师。

王老师曾对班上的孩子说

过，“如果在学习或生活上

遇到了困惑，随时可以联

系我，王老师很高兴能帮

上你。”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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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她是家长心中用心、用情教
书育人的老师，虽然年轻，却令人
放心；她也是学生为之点赞的老
师，因为六年来，师生间留下了太
多温馨的故事；而她自己说，这是
师生共长的六年，她以欣赏、理解
的眼光对待学生与家长，也收获
了阳光、向上的班级氛围。

王老师给孩子们上德育小课。

师生共长
那些温暖的故事

在教室里摆一张沙发？很少有老师
会这么做。但当孩子们升入六年级以
后，王晶晶老师这么做了。

“进入六年级以后，随着学习难度
上升，我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班上总有几个学生即便课间也忙着看
书，我想让他们稍微放松一点，于是放
了张沙发在教室后面。同样是看书背
书，坐在沙发上，心理状态也会不一
样。”王老师说。

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班级的氛围
却变得更加阳光。事实上，从一年级带
班开始，王老师就很注意与孩子们相处
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问孩子们，这六年里有哪些印象
深刻的瞬间，大家的回答或许不太一样，
但有几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会很高，那
就是充电时刻、快乐诵读、跳长绳……

一年级时，王老师发现，刚刚迈入
小学的孩子们，多少有一些不适应，有
一些害怕老师，在学习规矩的同时，他
们也渴望老师的爱和拥抱。于是，她在
班级里推行了“充电时刻”，利用午间或
整理课，与孩子们拥抱，在爱的拥抱中
倾听他们的烦恼与快乐，这也快速得到
了孩子们的信任。那样的拥抱，便留在
了班级很多孩子的记忆中。

学习了半天或者一天以后，如何让
孩子们高质量地放松？午饭后或课后托
管前，王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走
一走，大家看一看花花草草，兴致来了，
就结合语文课上的小诗、小文，来一次

“快乐诵读”。那样的场景，成了孩子们
笔下的素材，写不尽的诗情画意。

四年级的体育竞赛上，有一个项目
是跳长绳，可是班上的孩子们总是跳不
好，为此还受到了其他班级孩子们的

“嘲笑”。于是，王老师特意请教了体育
老师，跳长绳有哪些秘诀，然后便天天
抽时间和孩子们一起训练。后来，他们
拿下了年级第一全校第二，孩子们自己
都惊讶了。“我希望培养孩子们的自信
心，告诉他们是可以的，因为自信比什
么都重要，那一次的蜕变真的让我们班
小有名气了。”

后来，有不少学生在作文中写过跳
长绳这事儿，每个人的感悟不尽相同，
但各有收获。郑梓彤就是其中一名学
生，她告诉记者，这让她意识到一件事
情一开始没做好没关系，但坚持做下去
非常重要。

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少，这是王晶晶
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她和学生共
同成长的六年，她说回忆起来，最深的
感慨是师生之间真挚的感情。

当然，王老师也曾遇到过“成长的迷
茫”。三、四年级，孩子们渐渐成长起来，
有的孩子有了成长的“叛逆”，班级管理
不如一、二年级那么容易。怎么办？“短暂
地迷茫过吧，后来我选择和孩子们做朋
友，我陪他们聊天，和他们一起做手账，
一起玩轻黏土，当我们成为朋友以后，孩
子们也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了。”

王老师还经常和孩子们讲她小时
候的故事，这样的方式也更容易让孩子
们接受。“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我也是在
回忆，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的老师是什
么样的。以此提醒自己，做一个站在孩
子立场上的老师。”王老师说。

B
“做了教师的我们，眼光日

益尖锐，能敏锐地捕捉到学生
身上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想一
针见血地指出，并列出对症下
药的药方，希望立马见效，收获
一个更完美的学生。但这样直
截了当的方式在教育教学上并
不合适。”这是王老师的思考，
也是她有一次在学校里面做教
育分享时的一个话题，她更愿
意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
生。

年级越高，孩子们在课堂
上举手发言的热情越低，这似
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和孩子
们的谈心中，王老师意识到，
老师们总是希望同学能给出
全面的、有亮点的回答，这给
了孩子们心理压力，也让他们
不愿意像小时候那样积极回
答问题。于是，她试着改变自
己，即便要指出问题，也会先
带着欣赏的眼光表扬他们的
独立思考和勇敢表达。在开展
研究性学习时，更是把课堂交
给孩子们，让他们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来分享。老师则时不时
为他们点赞，这样的效果是明

显的。
班上有一名学生，不太爱

学习，但有主持的热情。有一
次，学校开展幼小衔接活动，需
要班里的孩子给幼儿园大班的
孩子介绍农科园，王老师表达
了对他主持能力的欣赏并推荐
了他，他很自豪地做了校园小
主持人，还由此点燃了学习的
热情。后来有一天，王老师接到
这名学生的电话，说家里的番
薯发芽了，问能不能带到学校
里种植。得到同意后，他真的在
教室里照料出了一株生命力旺
盛的番薯苗，而且学习的劲头
也随着番薯苗的生长而猛长。

“这件事情在班级里影响
不小，后来我还引导孩子们讨
论，原来一个坏掉的东西（番薯
发芽不能食用）换一个环境也
能闪闪发光。这个孩子的事情，
也让我看到了欣赏的力量。”王
老师说。

而喜欢阅读和写作的周凌
岚同学，因为被王老师与同学
们誉为班级“小才女”与“小诗
人”，激发了她在这方面的兴
趣，这同样是欣赏的力量。

以欣赏的眼光 看待每一个孩子

以理解的心态 对话每一个家长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