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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时候，树叶
就随着风儿飘舞；当一颗心感动另一颗心
的时候，美好就不知不觉发生。我们总会
感叹，一株幼苗居然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一
棵小草竟然能够历经风雪迎来春天。

在从教的三十余载中，作为一名幼儿
园教师，虽没有万丈光芒，但始终温暖有
光。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从与一粒“星种
子”的相遇开始……

9月 1日开学啦，我的小班也迎来了一
批新的宝贝。“周ⅹ臻，你好……”我热情地
打着招呼。没有表情、没有眼神、没有语
言，就这样牵着手进来。多年的经验告诉
我，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孩子。果不其然，
集体教学中，他突然起身在教室里转圈，并
乐在其中。“哇”“啊”……不明原因地哭喊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响起。“老
师，周ⅹ臻打我了。”“老师，周ⅹ臻脱裤子，
到处乱小便。”孩子们的报告声常常在耳
边。

新生入园，因为环境的不适应和分离
的焦虑，会呈现多种异于常态的表现。而
当诸多表现集于一身的时候，他一定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经家长带孩子去专业医院
诊断，结果表明，臻臻发育迟缓，并伴有轻
度自闭症。

就这样，一颗“星”种子，与我相遇
啦！

不一样的你，注定要“不一样”对待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者的关注和
爱护在学生的心灵上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象。无论什么孩子都是上帝的宠儿，都该
插上纯白无瑕的翅膀，他们有权在美好蔚
蓝的天空里自由翱翔。自闭症儿童越早干
预，行为的转换可能性越大。作为幼儿教
育工作者，我不放弃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教
育，通过个性化的教育手段，因材施教，
努力让臻臻感受到爱，享受到快乐的童
年。

细节记录，读懂特殊

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帮助臻臻发展
同伴关系，让群体接纳独特的“星星”，
是我教育的第一步。

手机成了臻臻在园生活的记录仪。我
和孩子们分享着记录下来的场景。“周ⅹ
臻喜欢霸王龙，我也喜欢的。”“哇，周ⅹ
臻搭乐高好厉害呀！”“张老师在和他抱一
抱呢！”“臻是小弟弟，他还不会自己穿衣
服呢。”……孩子们发现了臻臻的不一
样，发现了臻臻的亮点，也发现了臻臻需
要更多的关心。

爱心激励，渐进关系

怎样关心、呵护这颗“星”种子？对
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班幼儿来说，“关
心”他人的切入口在哪里？在孩子的生活
里，在每一颗纯真的心灵里，在护弱、助
弱的天性使然里。

我和他们分享《一封奇怪的信》《我
喜欢你》《绿熊红熊》等关爱他人的绘本
故事，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在孩子心田
播撒爱与美、真和善的种子。

我和孩子们讨论怎么帮助臻臻？商量
中，一面“星星”爱心墙出现了，只要为
臻臻做了一件事，就可以获得一朵彩色的
花，积累了五朵花，就可以获得一次游戏
区自主选择的优先权。

在正向行为强化激励下，孩子们的行
为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你看：洗手时，臻臻的袖口有人帮着
卷了；手工活动的材料有人帮着收拾了；
散步活动时，有拉着臻臻小手，不让他掉
队的；“周ⅹ臻，喝水啦！”“周ⅹ臻，快
来吃饭，再不吃饭要冷了。”“弟弟，你要
小便吗？”……臻臻不再是令人讨厌的破
坏鬼了，他与大家的关系近了一层。

跑组照顾，心灵育美

随着孩子们助人为乐兴致的高涨，问
题也来了。因为争抢着帮助，孩子们之间
有了争吵，因为孩子们太多的帮助、代
劳，剥夺了周ⅹ臻自己尝试和锻炼的机
会。

臻臻“跑组”坐，大家轮流照顾，是
孩子们想出的好方法。一周一组，朝夕相
处、近距离的照顾，一个月下来周ⅹ臻与
班里大部分孩子混了个面熟，渐渐地，群
体中那个突出的“星”小孩不再那么另
类。每个孩子都能体会到帮助周ⅹ臻的快
乐。

美能磨练人性。一个人如果从童年时
期就感受到美的教育，那么，他一定会成
为热心、热情、温暖之人。

“爱心”老师，光耀童心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首先是
关怀备至的，深思熟虑的，小心翼翼地触
及幼儿的心灵，在这里，谁有耐心和幼儿
沟通，谁就能取得成功。”

这天，美工区里臻臻在画纸上用红色
炫彩棒画了两笔，“老师，爱！爱心！”臻臻
手舞足蹈很是兴奋。我随即蹲下身子，目
光与他平视，夸张又惊喜“哇，红色的爱
心”。接收到来自我的赞叹，心满意足的臻
臻又拿起炫彩棒在脸上涂抹起来，然后小

跑到镜子旁认真地欣赏起来。看见我的到
来，边指边说“蹲下来”，一手搂住我的脖
子，贴紧我的脸蛋。“爱心！有爱心！”看着
他这副可爱又认真的模样，我笑着说：“我
们是好朋友，谢谢你分享的爱心。”就这样，
两个脸蛋红扑扑的好朋友在镜子前，尽情
做着鬼脸。

通常，自闭症的孩子不会主动去接近
他人，这次脸与脸的贴近，让我们俩心的距
离也拉近了。之后的日子中，每当我轻抚
他的脸蛋，没有语言的他，总会蹦出“爱心、
爱心”。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直击
我心。那是，用爱温暖童心的回馈。

“安的种子”，静待绽放

“星星”小种子的悄然变化，让我想到
了绘本《安的种子》。本、静和安三人都获
得老师父给予的一颗千年莲花种子。本和
静因为都急着要种出来，迫不及待地在下
雪天就播种下，尽管用尽了心思，都没能发
芽。而安，静候冬雪消融、春暖花开，碧
绿的池塘里种下了莲花种子，春去夏来，
千年莲花终于悄然绽放……

当我们给予“星星”小孩最适宜的环
境、最自然的滋养、最耐心的等候，心守
暖阳，定会花开。

（作者单位：通州区虹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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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追求，照亮师生的发展前路。

“互联网 +”时代，网络是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和沟通渠道，但也成
了部分青少年的“深渊”。在平时的教育教
学中，我们发现“网瘾”已成为部分中职生
健康成长和正常学习的痛点，有许多中职
生一旦接触网游，往往就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作为思政老师，我常能接触到学校一
些有网瘾的学生，他们精神萎靡，学业荒
废，家长焦头烂额。

今天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小明就是其中
之一。小明性格内向，父亲长期在外打工，
母亲在一家电子类公司工作，以计件拿报
酬，工作时间常常在十个小时之外，所以小
明与父母的交流比较少。2020年，因为疫
情，小明用妈妈的手机上网课。自制力比
较低的他开始接触网游，慢慢地无法控
制。妈妈晚上加班回来，总发现他还捧着
手机玩游戏，就开始进行手机用时限制和
监督。

于是，母子俩的争吵就成为“家常
饭”。在保证、食言、再保证、再食言的拉锯
中，妈妈一直处于“劣势”，而小明却在妈妈
的妥协中得寸进尺。以至于后来他在网课
期间每周上网高达 50小时以上，双休日全
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上网。如果家里强

行断网，小明就用沉默、暴力、甚至绝食抗
议。复学后，小明由于晚上彻夜玩游戏，早
上起不来，到校就睡觉，学习没兴趣，慢慢
地就不肯去上学。无论父母如何苦口婆心
地劝说、哭诉，软硬兼施，最终还是束手无
策。妈妈为此焦虑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

学校一直在实行“1+1”计划，即“一名
党员帮扶一名特困生”，我正是以这样的身
份介入小明的学习生活中去的。面对了解
的情况，我将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如何帮
助其戒掉“网瘾”，完成学生跌倒后的托举
呢？

设身处地，搭建信任平台

在心理学咨询中，如果咨询者是主动
提出要求帮助，将有利于在心理咨询师和
咨询者之间建立一个友善、互信的交流关
系。虽然小明不会主动找我，但想成功处
理好这件事情，与小明之间建立一种友善、
信任的关系是前提。

第一次与小明全家正式见面时，我认
真听了他妈妈的讲述，当时虽为小明惋惜，
但没有立即指责小明，而是站在小明的立
场，引导他的父母反思：平时是不是对小明
疏于照顾了？作为一名通学生，每天上学

放学，无论刮风下雨，小明都是一个人来
回。处于青春期的小明到底在想什么，作
为父母是否知道？经过沟通，小明父母认
识到对于小明好不仅仅是满足孩子一定的
物质生活需求，家人的照顾和关心是不可
代替的。父母养家、赚钱固然重要，但家庭
温暖更重要。当看到小明眼眶中的泪光闪
动时，我知道自己与小明的沟通平台已搭
建成型，也顺利与他加了微信。

物理隔离，远离网络干扰

据了解，小明是两个多月前才开始涉
足网游，而且，他在玩游戏时可以不吃不
喝，兴奋时大喊大叫，有时还会自言自语，
很明显这是沉迷于网络的一种病态表现。
也因此，小明妈妈都打算把小明送到戒网
机构或进行药物治疗。但我从时间上推断
小明的网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只要能
实现与网络的物理隔离，他的问题就可以
得到根本性解决。对于小明这样已沉迷于
网游的学生，进行网络物理隔离是一件非
常难做到的事，小明父母的多次尝试失败
说明了一切。

在翻阅小明的微信时，我惊喜地看到
了小明一次朋友圈“救救我吧，我不想玩

了。”看到这一条信息，我觉得看到了希
望。以此为切入，与他认真交流了长大以
后想要干什么？是不是自己真的想一直这
么玩下去？多个问题摆出来后，我又与他
聊了学校近两年一些玩网游的惨痛事例。
从他的微表情中，发现小明在我的反问、事
实和数据面前有些动摇了，但还是能明显
感觉到他的犹豫，这是让小明认可与网络
的物理隔离“窗口期”。在小明犹豫时，我
趁热打铁，在他不对抗的前提下，我让小明
妈妈把智能手机换成老人机，智能机交给
学校保管，并正式地签下协议，引以为据，
小明开始处于与网络的物理隔离状态。

介入生活，实行替代疗法

纯粹的物理隔离成效具有短暂性、易
变性等特点，不及时巩固极易被推翻，反而
会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为此，
在家校合作的基础上，我设计了系列干预
措施，实行替代疗法。

一方面，体育干预。多项研究成果显
示，体育可以引发积极的心理和情绪体验，
能改善心情，降低青春期学生焦虑水平和
应激反应，提高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于
是，我与小明商量，根据他的兴趣爱好报了

篮球培训，一周两次训练，平时晚间与家人
进行快走或慢跑，通过手环数据将运动量
化，利于自我评价。两三周后，小明的负面
情绪得到宣泄，焦虑的情绪得到很大缓解，
与父母、同学的交流也开始多了起来。

另一方面，同伴效应。青少年通常愿
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
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我与班
主任沟通好，鼓励班级优秀的同学与小明
走近一些，通过同伴的榜样引导小明。同
时，对于小明的弱势学科和技能进行补课，
让他在学习中找到自信和乐趣。

除此以外，我定期与小明谈心，一旦发
现思想上的波动，就立即进行干预调整。
经过家校共同努力，他终于又恢复到疫情
前的状态，晚上不熬夜，白天精神焕发，父
母也松了一口气，母亲不再失眠，父亲又回
到工作岗位，家庭生活恢复正常。

中职学生有其独有的特点和困惑，在
成长的道路上遇到问题时，特别是跌倒后，
家校应及时联系，通力合作，在耐心说服和
严格教育并重中做到一次次及时、科学、高
质量的托举，让青少年奔跑在阳光大道上，
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作者单位：通州中专）

“爱”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出
现了三次，爱是教育的原点与基石，有爱的
教育才是心心相印的活动。从教近三十
年，有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现与大家分享
近些年发生的一例。

“朱校，你班的小燕太不像话了，让她
重新写一遍作文，她就是不写，真拿她没有
办法。”一下课，班级语文老师小陈气冲冲
地跑到我办公室，向我数落。看着年轻气
盛的陈老师，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
伙子，别着急，你把具体情况说来听听。”陈
老师稍微缓和了一些，慢慢道清了事情的
原委。开学第一次作文，他发现小燕同学
的字体框架很好，但书写时有些潦草。本
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陈老师严字当头，决
定从头抓起。因此在讲评作文时，他对一
部分学生做出了“严判”，谁知遇到了像小
燕这样顶撞、极不听话的学生。

小燕，一个我还算比较熟悉的学生。
那一年，我教初二，小燕也初二，只不过她
在另一所学校。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因为
重新分班，小燕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班级，
等她气喘吁吁地赶到教室时，新班主任已
经在教室门口静静等待了。

“第一次居然就迟到，你也太不把我这
个新班主任放在眼里了。”一阵暴风雨般的
训斥后，无论小燕如何解释，甚至哀求，但
班主任始终无动于衷，最终还是通过微信
群通知小燕的爸爸立即赶到学校。小燕，
一个含在爸妈嘴里长大的女孩，一个很有
个性的学生，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第一
次迟到是因公交车误点，总没有必要这样
兴师动众通知家长吧？再说自己也不是故
意的，班主任怎么就不问清楚迟到的原因
呢？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训斥？就这样
一点没有人情味呢？真的就这么难交流与
沟通吗？一连串的疑问在脑海里蹦出。父
亲到校后，事情也没有其他进展。小燕彻
底心寒了，她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么调班，
要么不上了。就学校而言，调班的可能性
基本没有，如此年纪不上学了又该何去何
从呢？后来在小燕爸爸的努力下，她离开
了原来的学校，暂时到我所在的学校借读。

到班第二天，我特地找小燕到办公室
进行了交流。我告诉她，人生的路很长，一
个人不可能时时事事一帆风顺，过去的就
让它过去，这次安排你与班长同桌，希望你
能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你在模特大赛获

奖后曾说过，你愿做一棵狗尾草。老师支
持你，因为再小的花草也会开花，如果你愿
意，老师可以不遗余力地为你浇水施肥，为
你的成长助一臂之力。小燕略显害羞地点
点头，眼光里流露出一点点信任的眼神。
没曾想，一个星期后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
事情。多年的班主任经验告诉我，这也许
并不是重写一遍的问题，抑或还有其他原
因，此事绝不可妄下结论，否则会火上浇
油、重蹈覆辙，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我把小燕叫到办公室，先和她交
流起一个星期来的学习感受。她说，感觉
还好，就是觉得语文老师与自己过不去，有
些小题大做。我略显惊讶状，“怎么了？”小
燕很委屈地说：“这次作文自己很认真写
了，老师居然说自己写字不认真，一定要重
写一遍。”最后，她还恨恨地说了一句：“现
在老师怎么了，为何都喜欢凭自己的感觉
教育学生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教师用心良苦，总希望学生能按照自己的
意愿发展，殊不知，好心不一定办好事，没
有了交流与沟通，教师的教育就是无的放
矢、信手涂鸦。我接过小燕手中的作文本，
认真地看起来，文笔流畅，字迹娟秀，令人

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佳作。我阅读着、欣
赏着、思索着，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计上
心头。

“小燕同学，你的字写得确实挺好的，
我估计陈老师让你重新写一遍应该有他的
理由，我和他联系一下。”说着，我走出办公
室，假装拨通了陈老师的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说：“你猜陈老师为什
么这样做啊？”

“不知道，反正就是和我过不去。”
“你大错而特错啊，陈老师觉得你的字

写得很好看，如果再认真些，会更漂亮，他
是为了更好地欣赏你的文采和字体才这样
做的啊！”

“真的吗？那太好了！”
“直接表扬你，担心你会沾沾自喜，自

傲自满，所以他采取了这种方式。”
“看来我错怪老师了！”小燕说。
“那现在还愿意重新抄一遍吗？”
“愿意，愿意。”看着小燕露出满意笑脸

的那一瞬间，教育的愉悦感从心底洇漫开
来。我暗暗庆幸，觉得自己做对了。

望着小燕离去的背影，我对未来充满
信心。为师者有缘做学生人生的导师，塑

造他们的灵魂和自我，是一件责任重大、意
义重大的事情。我们要以爱的名义完成教
育的接力。诚如安徒生所说：希望之“桥”
就是从“信心”这个字开始的——而这是一
条把我们引向无限博爱的桥。

作文事件发生至今快两个月了，小燕
快乐地学习着、愉快地生活着，虽然有时也
会出现一些小意外，但总能迎刃而解。渐
渐地，小燕展示出青春特有的精彩，与老师
和睦相处，与学生侃侃而谈，意气风发，扑
面而来的是青春气息，源自生命的蓬勃气
象。

我坚信，长此以往，小燕一定会尽快成
熟起来，早日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俗话
说得好：农夫失墒，毁之一季；为师失导，误
人一生。为师有尊严，但这种尊严体现的
不是惟命是从、不是唯我独尊，而应该是一
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智慧。作为教育
人，爱满天下，无怨无悔，我们应该一直默
默地行走在理解和推动学生心灵成长的路
上，静静地聆听花开花落的声音，悄悄地享
受为师的幸福与喜悦。

（作者单位：通州区平潮初中）

立德树人担使命 春风化雨润无声

跌倒后的托举
姜进梅

用爱的力量，完成教育的接力
朱昌宝

心守暖阳 静待花开
——我和“星种子”的故事

张艳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