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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满满都是爱
——合肥市桂花园学校班主任交流会侧记
★校长简介    孙明东，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校评估专家，现任合肥市桂花园学校支部书记、校长。曾荣获“合肥市优
秀教师” “合肥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 合肥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先进个人” “高新区优秀校长”等称号。撰写的《
三美茂德育评价激励机制》荣获教育部优秀德育案例，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级子课题《基于微课的小学校本资源开发的
策略研究》、省级课题《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研究。办学追求：“三美”（行美、心美、形美）教
育，为每个孩子打亮生命的底色。

□合肥市桂花园学校校长   孙明东
以往所谓“班主任交流会”大多都是有经验的班主任们关于班主任工作理论知识加实践知识的直接传授，其结果通常是
发言者激情四射，听者却疲于应付。究其原因也许是雷同者太多，缺乏新意，抑或是理论性太强，难免枯燥。但是近期
我校的一场班主任交流会，却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我以往的认识。分享者们没有空泛的做法介绍、没有抽象的理论布道，
有的却是一个个关于“责任” “智慧” “爱心”的故事。他们一个个如三月和风娓娓道来，让近三个小时的讲述变得
精彩纷呈，听者毫无倦意。
故事一  她叫包蕾，一位从教一年的年轻教师。初来乍到，学校却给了她一个艰巨的任务——担任三年级一班的班主
任。毫无管理经验，却勇于承担责任的她决定挑起这份担子，并拼尽全力努力做好。
可是有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初来三年级一班的她，发现这个平均年龄10岁的班集体，竟然到现在都是依赖
家长做值日。于是第一个班规应运而生——“自己打扫教室，不允许家长代替”。她在班级开始宣读值日制度，一条又
一条事无巨细一一说明。可是制定规则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值日制度实施一周，班级的卫生却每况愈下。打扫时追
逐打闹，只顾扫地不管桌椅摆放，扫地扫不干净……顶着学校检查卫生的压力，顶着家长的压力，焦头烂额的她却仍然
坚持让孩子们自己值日。还记得那一天是去年12月11日的晚上，改完作业已经7点多了，天也黑了，她路过教室，一片狼
藉。无奈的她决定打扫教室。摆桌子，架凳子，整理书柜，扫地拖地，做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所有事情。在值日的过程
中她突然想到何不自己陪孩子们一起值日，教会他们值日的技能。到了第二天，在学生们惊奇于教室焕然一新的同时她
告诉大家昨天她就是个值日生，分别都做了哪些事。从那天以后，她经常带着学生一起值日，手把手教学。“虽然辛
苦，但是和孩子们一起值日的时光却是难忘的！”她感叹道。而现在的三年级一班再也没有因为卫生问题被扣分了！
故事点评：在日常的教学中老师可能会过多的要求、教育学生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然而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层
面。从包老师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老师的行为示范很重要，一个示范胜过千万次的说教，教育要有效必须在教育实践中
从言教向身教转变。龙应台先生说，对于教育孩子，除了言传身教和陪伴，没有更好的途径。愿我们的老师多一些身
教、多一些陪伴。
故事二  他，是从教20多年的老教师汤迎春。是一个负责任而又轻松的老师。而他轻松的秘诀就是让学生自己管理自
己，监督自己。
他为了让学生每天对自己进行审视、反思和小结，从而达到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效果。他在班级张贴“个人每日自评
表”“小组每日自评表”，每个孩子放学后在表上自我评价，表现好画★，一般画▲，不好画×。小组表现画同样符
号，由班长第二天早读课进行宣布，每周评五星同学和冠军组，接受同学们的监督。评价是促进、激励，在语文课堂
上，为了增强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他运用“学习军衔”的方法，后来又把它移植到班级管理中，每周五星同学将晋
升一级，表现突出的同学将越级晋升，表现不好或犯错误的同学会降级。孩子们参与积极性高涨，晋升慢和犯错误的同
学自我矫正的速度就会加快，每周对学习、纪律、文明和进步等表现突出的同学授予“班级之星”的称号，实践中效果
非常好。
故事点评：最好的纪律是自律，而不是他律，效率最高的学习是我要学，不是要我学，汤老师在班级管理中让同学们进
行自我评价。五星同学的晋升，让学生追求可能的成功，孩子的成就动机是促使他们成功的原动力，他用自己的实践在
小心地呵护着他们那份纯真的成就动机，我不知道汤老师是否知道成就动机效应，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在自己的教学实践
中扎扎实实地在做了。
故事三  她是一（2）班李颖老师。“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说的就是她的教育方式。一名优秀教师总是在做了无数次后
悔的事后成长起来的，李老师坦言道，“一开始当上班主任的我像一只母老虎，为了震慑住他们，每天都顶着一块黑板
脸进教室，再顶着一块黑板脸离开。”还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位同学迟到，出于对班级纪律的维护，当时她竟然问都没
问就让他去后面罚站。学生站了整整一节早读课却一句话都没说。接下来，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等她几乎忘记了这件事
之后，却接到那位学生家长的电话，“老师，真是不好意思，我家孩子早上不舒服，一直在发低烧，劝了半天他还坚持
要来上课，打扰你们上课了。”听到家长这样恳切的话，她很自责。虽然事后她向那位同学郑重地道了歉，但是却让她
陷入了深深的反思。现在的她开始享受每天和同学们亲切地说声早安，说声再见，讲课讲到兴奋之处，或者哪位同学有
了小小的、大大的进步的时候，会激动地和他们来个拥抱，放学送到校门口，几个学生总是抱着李老师不撒手，有时还
有小同学问：“老师，你渴不渴？要不要喝我的水？”粘人的孩子们，让李老师总是在恍惚间以为自己便是他们的妈
妈。
故事点评：听着李老师精彩的故事的同时，我的脑海里闪现着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围在老师妈妈身边露出的开心的笑脸。
此时的我想到了一个实验：心理学家哈洛制作了两种假的猴妈妈。一种假妈妈是用铁丝编成的，另一种是先做一个母猴
的模型，之后套上松软的长布绒毛。小猴更多的喜欢在绒毛妈妈怀里，即使铁丝妈妈怀里有奶瓶，小猴在吃过奶之后仍
然会回到绒毛妈妈的怀里，猴子尚且如此，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可爱的孩子们呢？正是李老师没有吝啬那份举手投足的
爱，才使她恍惚以为自己就是他们的妈妈。
交流会上每一个故事虽然都是平平凡凡，但其中流露出的真情却无比真挚感人。在这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其实都是每位
老师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和实践，同样也体现了他们对学生的爱、教育的爱。愿我们的班主任、所有的老师故事越来越
多、越来越精彩，让桂花园的学生倘佯在故事王国中。

 善用资源 把德育做实做活
★校长简介    武永安，现任颍上县慎城镇西四里湾小学校长。颍上县优秀班主任，颍上县优秀教师，颍上县先进工作
者，慎城镇优秀教师和慎城镇先进工作者。
□颍上县慎城镇西四里湾小学校长    武永安
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是我党教育方针的要求。学校德育是教育的养根护基工程，只有根壮基固，树苗才能长成参
天栋梁，才能经得住疾风劲雨。但怎样做才能把德育做活，才能增强实效？本人认为，这既要尊重人的身心成长规律，
尊重教育的规律，又要善于运用文化的、社会的、时事的资料源。概括地讲，我们的做法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校长认识到位是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怎样认识教育，怎么对待德育，决定了该校领导、干部和老师们对待德育
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也决定了德育在这个学校的“命运”。所以，首先校长要积极研究人的本性，深刻理会教育的本
质，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为每个学生的科学发展、终生幸福着想的无私精神，有绝不为社会输送“危险品”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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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责任意识和为国家、为社会及未来负责的使命感和胸襟气度，而不是为自己的虚荣心甚至是一己私利，去单纯地违背
规律地只抓升学率。这样，这个学校的德育才能有思想基础，才可能建立起一支理直气壮做德育的合格队伍，为德育工
作提供组织保证。
二、系统规划是基础
德育应该是顺应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德育是有序的，要有一个前后连贯的实施过程。坚持做到“年
年有规划，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即以自然年为单位，结合上级业务部门、国家重大事件等进行整体构思，根据
各月中的节庆日、节令特点、国家大事或该月在学年、学期中的位置特点等确定该月的德育主题；每个月围绕一个主
题，按照主题解释、宣传动员、活动实施、总结表彰四个阶段进行操作；每周的活动则从不同侧面具体落实该月主题教
育。这样，时时关注、时时抓住德育时机，做到整体规划、目标具体、措施可行。内容上既有宏观的大的主题，也有微
观的小的主题；形式上既多姿多彩，又合天时而顺人意，增强了德育的实效性。
三、生活化、社会化是血肉
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必然是一个人不断解放、不断自由的过程。信息化的普及已经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
们表达自我也越来越容易，很多人、事、物的生活化、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鲜明。德育在坚持传统精华、普适价值的同
时，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鲜活内容，丰富形式，创新载体，走上社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必将被学生所抛弃。
比如，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校园文化早餐”。这个活动按班级依次循环主持，共分四个环节：第一
个环节是“旗手丰采”展示，各班级内部开展争当“小旗手”活动，推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担任小旗手主持升
旗，并有旗手事迹介绍，以不断给学生树立正面典型。第二个环节是才艺展演，合唱、歌舞、相声、小品、器乐等形式
不拘，给学生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这个环节，学校提倡的是合唱，以扩大参与面，并培养孩子集体意识、合作精
神）。第三个环节是升国旗，唱国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第四个环节是校领导围绕德育 “月主题”的讲话，四年
来，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每周精选一个与近期学生思想状况相关的生动故事，以故事为依托，
明示一个道理。
四、为智育导航，加油是重要条件
我们的德育对象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在应试的教育体制里的，所以德育不应也不可能
与应试（或者说 是“智育”）割裂开来的，如果单纯地为抓德育而抓德育，硬是把德育和智育割裂开，那么，我认为首
先会“牺牲”掉的肯定是德育，因为那样的话，德育不仅会失去丰富的养料，而且会遭遇到家长、社会的不支持甚至反
对。况且，德育和智育本来就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智育为德育提供营养，德育应该是智育的导航仪，并为智育充
电、加油，这样德育才是真正发挥了它的核心作用，也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足球明星马拉多纳说：“能否成为贝利
或者更伟大的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如果我们的德育对孩子们能够产
生如此的内驱力，我们的德育、我们的教育何愁搞不好呢？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用心去做，事事有德育的内容，时时有
德育的契机。
我们的德育工作者在富有爱心和责任感、使命感的同时，更要富有德育的智慧，能够把德育做成美丽的风景，而不是束
缚孩子内心自由的清规戒律；把学校建成师生之间心灵与心灵约会的地方，而不是囚禁学生的牢笼。愿于同仁们共同求
索，大胆践行，以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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