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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到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就会想到班主任在
育人方面的作用。20年的班主任经历让我感触
颇深，改变一个孩子真的要靠潜移默化，如春风
化雨。

在2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一直从事班主任
工作，每天面对几十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在这些
孩子中，有调皮捣蛋的、不爱学习的、行为习惯差
的，我跟他们“斗智斗勇”，基本上都能转化他们，
让这些孩子们脱胎换骨。但是真正让人感到无
力的是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如何对待他们？
如何转化这些孩子，让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健康
成长？

四年级时，我的班上来了个叫睿睿（化名）的
孩子，这个学生在全校都很出名，教过他的老师
没有一个不头疼。观察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是
个很聪明的孩子，个子很高，人长得很帅气，普通
话讲得也很好，但有点自闭，不愿和别的孩子交朋
友，心理特点和身高一点也不匹配。上课时，他从
不认真听讲，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想到高兴
处就会自顾自笑，生气时，又会突然提起拳头狠狠
砸在桌子上。下课时，他总喜欢在教室里跑来跑
去拍同学的脑袋，还喜欢抱着同学摔打，天天都有
同学告他的状。每天的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他
从来都没有写完过，上课时也不记笔记。于是，我
找他谈话，和他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他口头上
答应了。可时间不长，他又一如既往，真令人头
疼。我想放弃，但又觉得身为人师，不能退缩。我
下定决心：不转化你，誓不罢休。

我从以前教过睿睿的老师那儿了解到，睿睿
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非常忙碌，只好把幼小的
他交给老家的奶奶照顾。奶奶听不懂汉语，无法
和小孙子交流，睿睿只有天天看动画片，所以，他
从小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四川话，也不会说彝
语。他不爱出门，不和同龄小伙伴玩耍，不知道
如何与别人相处，内心孤独，只生活在自己的精
神世界里。

家庭中父母教养的方式、小时候成长的经
历、自身的性格特点等原因，使睿睿成为了“问题
学生”。有鉴于此，我从对他本人的引导、班级同
学的接受和鼓励、加强家校联系等方面着手，对
其进行教育，加以帮助。

在教育过程中，我首先做到公平公正，不歧视
每个孩子，平等对待他们，在班级中营造和睦相处
的氛围。我经常利用品德课、班会课、甚至语文课
渗透品德教育，正学风、正班风，一点一点地去浸润
每个孩子的心，让他们学会辨别善恶，是非分明。

创造良好班风环境后，我在寻找孩子闪光点
上做文章，经常表扬睿睿一点微小的进步，让他感
受到老师的关注。在班级教育中“问题生”出现“问
题行为”的时候，教师应该多一分理解、一分同情、
一分耐心。对于睿睿这样的学生，我放下架子亲
近他，忍住怒火，以关爱之心来触动他的心弦。同
学的力量有时胜过老师的力量，因此，我采取“一帮
一”结对子方式，让睿睿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快
乐，同学间的情感交流在转化问题生工作中也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我们要经
常与家长联系，了解清楚孩子产生问题的原因，
商量需要采取的措施，要求家长从哪些方面配合
老师，哪些问题需要在家里解决，还要相互交流
孩子在家里、学校的各种表现，便于老师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我和睿睿父母达成共识，齐抓共
管。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睿睿开始主动回答问题
了，学习习惯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2018年10月中旬，睿睿的父母都要去什邡
市一所小学培训，家里没人帮他们照看孩子，只
好联系培训学校相应的一个班，让他跟随父母一
同去学习。说实话，我暗自感到高兴，这个星期
没人会告状了。睿睿可能喜欢那所学校的条件，
说不定还会转学去什邡上学呢？我暗自盘算
着。没想到周一，睿睿早早地穿戴整齐来学校参
加升旗仪式。我问他那所小学漂亮吗，他使劲点
头。我又问他喜欢那个学校吗，他很干脆地说：
不喜欢，还是喜欢自己班。我听了一愣，是啊，这
里虽然贫穷落后，但有他熟悉的同学和老师，睿
睿感受到同学和老师对他的关爱了。

从那天开始，睿睿开始愿意和同学交流了，
告他状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课堂作业也能按时
完成了，字也写得漂亮了。五年级第一学期期
末，睿睿妈妈兴奋地对我说，睿睿在考试前居然
非常用心地复习功课，把所有要背的内容都写了
一遍，真让人不敢相信。睿睿对弟弟妹妹也和气
多了，还懂谦让了，这进步可真大。

鲁迅曾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爱学生，就
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爱他们的喜怒
哀乐。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不论生活在哪里，每
个孩子，都是一种草，也都是一种花，没有一种草
是不开花的。”用爱去浇灌，就一定能等到花开。

读梁晓声的《人世间》：“孩子若是平凡
之辈，那就承欢膝下；若是出类拔萃，那就
让其展翅高飞；接受孩子的平庸，就像孩子
从来没有要求父母，一定要多么优秀一
样。穷不怪父，孝不比兄，苦不责妻，气不
凶子。”读来，深以为是。

十月孕期，儿子如约而至。当他呱呱
落地，医生将他的小脸贴在我的脸上，说

“亲亲妈妈”时，我看着丑丑的婴儿，泪流满
面。这一生，我们之间，有了最深沉的牵
挂。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曾无数次
地祈祷，希望他是个健康的娃娃。

那些辛苦却幸福的时光，看着儿子如
茁壮的小苗一天天迎风长大，心中总是充
满了甜蜜。儿子第一次叫妈妈、第一次会
走路，都让我欣喜若狂。记得有一次，我下
班回家，听到对讲门里有儿子的声音：“妈

妈，快点回来吧。”原来，儿子以为那是电
话，只要每说一次，妈妈就可以听得见。我
飞一般地跑上楼，儿子兴奋极了，扑到我的
怀里，惊喜地喊着：“妈妈。”然后，跑去厨房
颤巍巍地端出一碗饭，说：“妈妈，快点吃
饭。”那种甜蜜，值得人为此付出一切。即
使在工作中遇到了再糟糕的事，只要看到
儿子，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

小学时光，是天真烂漫的。孩子每天
放学回家，把书包往床上一扔，二话不说，
和小朋友们跑到楼下打片片。几个胖小子
围在一起，单膝着地，小手小脸都脏兮兮
的，却玩得不亦乐乎。每每我站在楼上的
阳台上，不用朝下看，只听那爽朗的“嘎嘎”
的笑声，就知道，儿子就在楼下。

到了初中，儿子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个
子也如雨后春笋节节拔高。轻轻地推开儿

子的房间，在房门背后有一面身高墙。墙
壁留下了孩子爸爸每一年为儿子标注的身
高。仿佛儿子还在跳着脚，说：“爸爸，我长
高了吗？我要长得和你一样高。”可是一回
首，儿子在高中时，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爸
爸，原来我的“小拐棍”，居然可以轻松地搂
着我的肩膀，成为家里最高的那个人。时
光，就是这样被记录在墙壁上，仿佛还记录
了每一次量身高时，儿子的话语和表情。
而在房门旁还有孩子小时候铅笔的涂鸦，
那是刚刚学会乘法口诀时写下的。时光，
就是这样，当你回首去看时，十几年，宛若
倏忽一瞬。

唯一让我操心的是，儿子的学习成绩
平平，始终不见起色。每次开家长会，我
都是溜边的“鱼儿”，生怕让老师点名，
再来个“语重心长”的谈话。孩子的成绩

总是中等水平，不上不下。可是，儿子却
是个乐于助人的孩子。同学们都很喜欢
他。

儿子尽管也会抱怨读书的艰辛，却依
然执著。他青春、阳光，充满希望。是的，
儿子，青春就应该是奋斗的模样。有梦想，
更要付诸行动，才会有花开的绚烂。

我时常想：也许儿子就是一个坐在路
边，为他人鼓掌的人。如果别人家的孩子，
是荣耀的面子。那么，希望我的儿子是温
暖的里子。

养育孩子，也许就像人们所说：要孩子
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养儿防老，只
为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我的孩子不用完
美，不用替我争光，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快
乐，让人有机会和他同行在这个美丽的世
界，就足够了。

孩子若是平凡之辈 ■ 刘云燕

小南为何不愿进教室

去年9月，育才中学又迎来了新一届

的学生，可开学不久，老师们就反映：学生

小南不愿意进教室。

小南为何不愿意进教室？老师反映

的情况引起了任劲松的注意，他找了个合

适的机会跟小南聊天，当问起为何不愿意

进教室时，小南这样回答他：“我在教室里

面我就想哭，我受不了这种氛围。”

任劲松的心被猛击了一下，一连串的

问题在他脑袋里打转。很快，他找家长了

解情况得知：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小南回

家哭着告诉父母：我不想去学校了，我不

想进教室。起初，家长没引起重视，以为

只是孩子贪玩厌学，没放在心上。后来这

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家长无奈给小南转

学，但转学后这样的状况依旧没有改变。

因此，小南小学大多数的时候就在进不进

教室的问题上纠结，或者就在学校图书

室、花园、食堂等地方度过。

“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去了解过他不想

进教室的原因？”在全面了解了小南身心

和智力发展情况后，任劲松觉得很痛心。

小南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何家长

和之前的老师都没有去了解过真正的原

因，解决这个问题？

逐渐和小南熟悉起来后，任劲松试着

和他商量：要不，你来我办公室坐？我空

的时候就辅导你的学习？过了几天，他得

到了小南的回复：我就坐在你办公室外

面，我自己按照学校作息上下课。就这

样，任劲松办公室外面多了一套学生桌

椅，他也有了一名“编外助理”。

打开放在书桌上的小本子，记者看到

了这样的记录：周一下午3点，赵老师来

找校长，送上周五的文件。再往后翻，还

有小南写给任劲松的请假条。

为了培养小南的纪律意识和责任感，

任劲松给他安排了一些“任务”：校长不在

时，有人来找，小南需要做好记录；课间要

适当运动、休息；上学时间离开需要请假；

有任何需要帮助可以找校长或者旁边办

公室的老师……同样的，任劲松离开办公

室会给小南“报告”、外出离校也会告诉小

南，并安排其他老师“陪”他。

“先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许才能

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任劲松最近在尝试

着让小南走进教室：比如，去教室上课时，

请小南帮助他拿一些教具；邀请小南去自

己上课的教室旁听……他希望，这种慢慢

的试探和观察有一天能帮小南打开“心

结”。

家访看到的问题如何解决

今年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

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2 月 6 日开学

后，任劲松立马在学校启动了“育才教师

进万家”活动，通过让老师走进学生家里，

更加全面地了解孩子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开学至今，育才学校90%的教师参与

了家访，先后走进了259名学生家中。区

别于传统的简单家访，任劲松还设计了一

个线上家长登记表，除了基础的一些信息

登记外，要求教师具体填写与家长的交流

内容、家访的一些照片、以及需要说明的

情况，和对本次家访的反思。

“走进学生的家庭，你才能看到学生

面临的全部情况。”家访中，任劲松遇到了

一个特别的情况：家访前和家长已经沟通

好，但当他到学生家里发现，学生父母都

不在，只有学生在家。和学生交流得知，

这样的情况是常态，父母要么忙着生意，

要么忙着打麻将，许多时候都是她一人在

家。没有家长在的家访，只好匆匆结束。

另一个案例，也让任劲松很受触动。

“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全部都是垃

圾和快递盒。”任劲松给记者看了一张照

片，学生小莉和妈妈一起坐在床边，身后

是一堆凌乱的衣物。旁边的桌子上，摆满

了各种纸盒、快递盒，任劲松挪出一角放

着记录本。

这是一个来当地做生意的家庭，一家

三口住在不大的出租房内。任劲松特别

理解生活带给小莉父母的压力，但也很担

忧一些生活习惯带给孩子不好的影响。

老师们家访的反馈陆陆续续收到，任

劲松有忧有喜。忧的是每个孩子背后面

临的种种家庭状况，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

家长的教育方式，或多或少对孩子有些不

好的影响。而喜的是，老师终于看到了一

个“完整的孩子”。

“学生在学校的一些表现，我们要找

到源头的问题在哪里，家庭是最终的突破

口。走近了，了解了，才不至于先入为主，

才能真正个性化地解决孩子们的问题。”

任劲松说。

如何帮助这些“困境孩子”

从教 35 年来，任劲松一直深耕在教

学一线。在做好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还

一直承担着数学科教学任务。而在2019

年，他还当起育才“起点班”的班主任。“起

点班”的学生很特别，几乎全由“后进生”

组成，科任老师里有学校党总支书记、办

公室主任、市级骨干教师，堪称豪华；课程

也与众不同，由学校在同级班级基础上重

新架构。

为何要办“起点班”？任劲松在长期

的教育实践中发现，不少孩子找不到自己

的位置，更谈不上因学习而获得成长的快

乐：他们或因学习差而抬不起头，或因身

心发展不健全而得不到更多的理解；他们

的家长也因孩子的表现不佳而失望……

不少孩子因从小成绩较差、经济条件一

般、历经多次挫折而慢慢就失去了应有的

自信。

“我更希望称他们为‘困境孩子’，或

许他们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暂时处

于一种困境。”在反复的讨论、追问中，任

劲松和他的团队组建起点班，配置优质的

师资力量，坚决做好教育兜底工作。起点

班的课程也比较特别：音乐课由每周一节

改为两节，体育课每周 3 节改为每天一

节，信息技术课每周两节，每周增设一节

心理健康教育课……还有不少兴趣课，目

的都是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爱好。

凭着超常规的配置和陪伴，3 年过

去，“起点班”的孩子们令人惊喜：有学生

获得宜宾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也有学

生荣获四川省青少年沙滩排球锦标赛男

子乙组银牌……有31位学生进入职业高

中学习，有3名学生以艺体特长生身份进

入普高学习，还有1名学生进入省一级示

范高中学习。

“也许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办‘起点

班’，但所有的学校都应该看见这些孩

子。”第一届“起点班”的尝试，让任劲松有

了一些信心，新一届特殊的班级，改名为

“启航班”，他同样担任班主任。他希望以

这样的方式，给这些孩子特别的爱和尊

重。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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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化雨
静待花开

■ 喜德县城关小学 郑燕菊

任劲松的焦虑与行动
■ 本报记者 倪秀 陈朝和

叙州区育才中学是一所城区初

中，也是当地的品牌名校。在这所

学校里，非常强调对学生的法治教

育和禁毒教育。育才的学生，初一

入学和初三毕业，都必须去学校的

法治教育馆、禁毒教育馆接受教

育。在任劲松看来，这是对学生最

底线的保护：让他们知道有哪些法

律可以保护自己，同时了解不能触

碰的法律红线。

采访中，任劲松总有讲不完的

学生故事，特别是关于“困境孩子”

的故事。

有不想进教室的学生、有面临

复杂家庭情况的学生、也有在心理

疾病里挣扎的学生……每个故事，

都让人揪心不已，但又让人看到教

育需要直面的真实。

在大多数的采访中，采访对象

更多的是和记者分享优秀的案例和

闪闪发光的故事。但“困境孩子”，

难道只在叙州区育才中学才有？答

案是否定的。只是在这里，他们被

更多地“看见”。

在采访中，任劲松总提到一句

话：“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

天，教育者需要看到孩子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每一天

都是我们去帮助孩子的新机会。

看见，是改变的开始。在教育

中，看见并去改变，这是为人师的应

有之举。

近日，记者走进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采访，刚到校长办公室外，便看到门口放着一套学生书桌，椅子被端正地收在一旁，桌上放了一个小本子。这张书桌是校长用来

放东西的，还是有人坐在这里？

“这是我‘编外助理’的座位，他今天请病假了。”任劲松看出了记者的疑惑，解释起来。原来，这位“编外助理”其实是该校一位学生，因为特别的原因，他每天就在校长

办公室外学习，任劲松给他安排了一个校长助理的“职位”。

任劲松今年56岁，从教已经36年了，在育才中学当校长就有16年。多年的教育深耕，令任劲松收获了很多荣誉，叙州区育才中学也发展成远近闻名的优质学校。

“当校长越久，做教育越久，我反而感到越来越焦虑和忧心。”然而，作为一位教育“老兵”，任劲松却并没有越来越轻松，反而有更多的焦虑和忧心，很多问题时常萦绕

在他的脑海。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看
见
，
并
去
改
变

校园中的任劲松。（何文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