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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对学生矛盾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同学们朝夕相处，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作为班主任，处理学生
之间的矛盾是常态化工作，是班主任必学的一门艺术，也是对班主任业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考验。在日常管理中，班主任机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用真诚沟通化解学生矛盾，引导学生
之间和谐人际交往，方可构建良好的班级氛围。
本期“班主任驿站”，一起去看看以下几位班主任在面对学生产生矛盾时是如何智慧处理
的。

砀山县砀城第一小学
作业风波
□五（6）班班主任  翟惠娟
上课了，我像往常一样让学生拿出前一天的作业准备讲评，一只犹犹豫豫的小手闯入了视
线。一向文文静静的张馨月小声地说着：“老师，我的作业找不到了。”我心想张馨月虽然
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作业却从未偷懒，就及时安慰道：“再仔细找找，实在找不到就和同桌
一起共看一份。”随后就开始了作业的讲评。
作业很快讲评完，大家收拾作业本的间隙，张馨月突然大声说：“老师，班长拿了我的作
业！”边说边伸手去夺前一排班长拿的作业本，班长也随即囧红了脸。同学们都被突如其来
的状况惊呆了，要知道，平时的张馨月可是文静的连回答问题都要老师不断地鼓励才能声音
大一些，而班长无论成绩、作业、才艺等都很优秀。看着两人反常的行为，我心里明白了几
分，随即走到她们身旁，拍了拍肩膀示意她们坐下，并看了看桌子上作业本的字迹，再次确
认了答案。“先把这份作业交给老师，下课咱们再确认好吗？”她们点了点头，课堂再继
续……
下课了，我将班长先叫到了走廊上，“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有原因的，你想给老师说说嘛？
”班长的眼里眼泪在打转，连连说着对不起。原来，昨晚放学时她奶奶突然病倒，她和妈妈
一起在医院陪了老人一宿，作业没来得及写，可她作为班长，总怕没面子，也就有了课堂上
的一幕。“老师相信张馨月同学知道你的想法后，也会理解你的，你们交流一下好吗？”在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将张馨月也叫到了走廊上，把时间交给了她们。不一会，她们的小手
就牵在了一起，我知道这场“风波”就要平息了。
放学的铃声响起，班长像往常一样走到讲台。可不同的是这一次她的表情有点严肃，十几秒
钟没有出声。终于她鼓足了勇气：“翟老师、同学们，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在
此我真诚地向张馨月同学道歉，保证明天一定把作业补齐交上，也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不
要像我一样犯糊涂。”说完，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教室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张馨月同
学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第二天，看到办公桌上放置的一份工工整整的作业，和再次有说有笑的姐妹俩，我会心地笑
了。“作业风波”真正地过去了！

“清官”巧断“家务事”
□五（10）班班主任  郭姗姗
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学校，一个班级就好比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
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发生矛盾，班主任就要明察秋毫，巧断家务事，让冲突双方不仅能够化
干戈为玉帛，还让学生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获得成长。
案例：一天，一名学生跑过来说小明和小华在操场打起来了，我急忙跑过去，他们俩看到我
来了，都住了手 。小明先告状：“我没得罪他，他上来就打我！”我盯着他问：“你确
定？”小明的目光躲闪着，嗫嚅着：“我又没说什么。”声音小了许多。小华泪水哗哗地流
下来：“他骂我妈妈……”委屈地边哭边说。“你们俩都跟我去办公室吧！” 到办公室，
我安抚了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这等我一会，我回教室一趟！你们想想各自的问
题。”稍许片刻，我回到办公室，小明低着头走到我面前，“老师，我错了！怪我！”“你
错了？不是他上来就打的你？！”小华脸红了，“老师，我不该打人！我不对！”“怪我！
我不该骂他妈妈！”我拉过两个凳子让他们坐下：“今天你们一看到我去了，立即停手不打
了，这让我很欣慰；冷静下来都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更值得肯定！但是，小明，你说小
华的妈妈是清洁工，拣垃圾的就是垃圾！这句话真是太伤人心了！没有清洁工哪来的我们的
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我停了一下，“小华，你妈妈从事的职业虽然普通但是很光荣，你
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小明说话不文明，是他不对，但是你以后遇到事情也不能冲动……”
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我先让当事双方讲述事情经过，学生在讲述经过时，也会反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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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而此时，教师采用了暂时回避的策略，假装去教室了解更多的线索，也从侧面对当
事人施加心理压力，为他们开诚布公留下机会。矛盾化解后，再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学
会互相尊重，也让双方都有一次思想和行为上的提升与改变。
总之，要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班主任要有慧眼、慧心，巧断“家务”。

无意的“青牙印”
□二（27）班班主任  张  伟
一位家长打电话说孩子胳膊上有块淤青，询问得知是课间休息时被同桌咬的。孩子哭诉，因
对方是组长“慑于威严”没敢对老师讲，还反映组长经常“欺负”他。家长的话语里带着压
抑的愤怒，已认定自己的孩子遭受了“长期的欺凌”，并要求给孩子调开座位。作为班主任
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首先，我对事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真相可能并不像这位家长说的那么复杂和严重。判断的
依据是组长的品性是值得信赖的，这是一名班主任平日留心观察、与学生交往交流而拥有的
自信。
其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第二天，我先向他们周围的同学了解情况，结果竟没人知道
这件事情，接着我分别找当事人谈话。“受伤”的同学胳膊上确实有一块淤青，他说自己并
不清楚为什么被咬，并表示以前和同桌没有冲突。“咬人”的组长有点尴尬，说是自己课间
俯身捡橡皮时，不小心板凳一滑歪倒在同桌身上，牙齿刮到同桌胳膊上，当时就说了对不
起。同时也表示两人没啥矛盾，作为组长，可能是平常在纪律、作业上对他要求严了些。
第三，道歉。组长愿意为这无意的“青牙印”道歉。我把两人喊到教室外举行了“道歉仪
式”，仪式后双方都表示不愿调位。
事情到这里圆满解决了吗？显然没有。人在学校“被咬”，没向老师及时反映情况。回到
家，大人询问后，为什么会是一番“哭诉”？家长听了就信了，是在一种怎样的心态下，断
定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欺凌？接下来，我又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让“受伤”的同学当同桌一个人三天的组长，三天内在各方面监督他。三天中，他在发
现同桌各方面优点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懂得了同桌作为组长对他的帮助。二是与家
长沟通事情的前因后果，将事情具体经过告知双方家长，提醒他们关注孩子日常言行。

灵璧县灵城镇东北小学
解惑育人有良方
□五（4）班班主任  张  未
传道授业解惑，执教育人有方。教师的职责不光是传授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与他人相
处。那么，如何在处理矛盾中解惑育人呢？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我的解决思路。
小军和小奕经常在一起踢球，形影不离，但今天来到办公室的原因居然是差点打架！通过细
细地询问，我得知小奕将小军的衣服撕烂了。小军非常生气，差点和小奕打起来，看到小奕
吓哭了，才没有动手，找老师进行调节。于是我做起了审判官和调解员。看着他俩气鼓鼓的
表情，我拍着他们的肩膀说：“首先老师要表扬你们，你们没有被冲动控制，而是找老师解
决问题。这点你们做得很棒！”听到表扬后，他们没那么激动了。然后我说：“你们愿意共
同解决问题吗？”他们点点头。
我继续问：“小奕，为什么要去撕扯他的衣服？”
小奕低着头说：“他以前也经常这样和我玩。”
小军立刻解释：“因为平时他总这样拉扯我的衣服，所以我才……”
我问小军：“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不喜欢这种游戏？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小军说：“我说了，但他不听。”
这时我又问小奕：“是这样的吗？”看到小奕点头，我继续问：“你喜欢和他玩吗？朋友之
间应该怎样相处？”
小奕抬头，看着我说：“我想和他一起玩，但是要用他喜欢的方式。”
此时，我补充道：“不是他喜欢的方式，而是你们都可以接受的相处模式。如果他的方式让
你感觉到不舒服，你也要表达出来，这样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平等和谐。”最后兄弟俩解开疑
惑，握手言和！
由于习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学生们发生矛盾在所难免。矛盾的存在并不是负面的，运用科
学的方法引导孩子，说不定就是一次良好的教育契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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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有方  润心无痕
□二（4）班班主任  唐溪溪
班级就是一个小江湖，有时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借东西不还的，相互起绰号的，
拉帮结派的……各种误会和摩擦都此起彼伏。作为班主任如何有效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这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谈谈看
法。
一、弄清原因，公正处理。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时，班主任要深入地调查，不能道听途
说、捕风捉影，更不能胡乱猜疑，用有色眼光看人，增加学生的厌恶心理，让学生抵触。
二、以人为本，冷静处理。班主任要善待学生之间的冲突，允许矛盾双方自由申述，无论委
屈指责都可以说出来。如果是哭诉的，先请他哭完再申述，此时你可以站在一旁认真听，不
站任何一方，不发表任何意见。等学生把心里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这时你就要及时引导，
让他们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此时学生就会心生愧疚感，矛盾也随之缓和。
三、巧用妙招，轻松处理。在化解学生矛盾时，班主任要灵活运用方法，在这里就有一个小
妙招。如双方僵持不下，据理力争时，就可以采取同时惩罚法，罚他们两个同时站立在一个
小板凳上，不能掉下来，还要站立五分钟。为了不掉下来，双方都要用手拉住彼此才行，在
这个过程中，他们团结合作就自然而然地和好了。虽是惩罚，却在过程中一笑泯恩仇，和好
如初，轻松化解矛盾。
四、换位思考，耐心处理。教育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有耐心，允许学
生犯错，及时疏解学生心理。班主任要牢记一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在化
解矛盾时，班主任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内心，尊重他们的个性。
五、有始有终，妥善处理。矛盾化解后都会有一些后遗症，这就需要班主任留心观察，及时
开导学生，鼓励学生正确对待错误，不能讽刺、挖苦他人，要给学生创设一个互帮互助的健
康环境，让学生们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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