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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细微处
——如何与班级高敏感型孩童相处

宋毅萌

（南京市宝船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小学班级管理中，学会与学生相处是教师重要的品

质与职业素养，对待不同性格的学生，就要采取不同的技巧与方法，

但师爱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要素，只有用爱才能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只有付出爱才能获得学生心灵的回馈，尤其在面对高敏

感型孩童时，更要爱得细致、爱得体贴、爱得丝丝入扣，让学生

真正感受和接纳，才能打破敏感的困境与干扰，建立真实可靠、

直达心灵的师生关系，才能以良好的信赖感实现管理和引导的目

的。因此，本文即深入展开师爱在师生交互与沟通中的实践应用，

并通过几个案例展示教师与高敏感学生相处的实际方法与技巧，

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班级管理能力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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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迷人之处在于，你面对的孩童千千万万，每个孩子各

有特点。孔子提出“因材施教”，这一原则至今值得我们思考、践行。

班级里，有的孩子阳光开朗、自信外向，多得父慈母爱，在

人群中像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有的孩子天性较为柔弱，性格

内敛，不太敢在人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孩子因家庭或先天

原因，情感需求高、内心丰富，却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在教育

教学中，后两者需要教师投入更多关注的目光。他们与世界的相处，

就像蜗牛慢慢探出柔软的触角，就像迎春花在料峭春寒中抽出第

一丝嫩芽，需要老师格外关注、持续鼓励，需要老师倾心的守护。

一、你的泪水，我看得见

Q 在我们班，是属于胆小却比较调皮的小孩，在学习上开窍

比较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自己有着良好的自我想象。据他的妈

妈说，他在家里常常照着镜子发出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感慨。他课

余时间会去练习跆拳道，平时也总穿得干干净净，喜欢穿成套的、

比较有特色的衣服，如蜘蛛侠服啦，等等。

由此，我猜想 Q 应该是一个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的孩子。正是

基于平时这些对 Q 的了解，所以在课上发生的一件事，我才能与

Q 的情绪出口完美对接，get 到他落泪的点。

我们班课前会有一个小孩子上台讲故事，脱稿，要求尽量大方，

加入表情和动作会更好。轮到 Q 上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爱

心树》。

我听着 Q 同学结结巴巴的演讲，心理活动不断进行：“咦，

开头还不错，中间怎么停顿了好几次？这次停顿时间有点长，接

不上了？”Q 总算磕磕巴巴讲完了，因为选材、故事本身非常经典，

孩子们听得很投入。

在大家的掌声中，Q 同学准备鞠躬下台，我临时追加了一个

问题：“题材本身很好，可以谈谈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吗？”

一直低着头的 Q 同学望向我，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点红，

难道中间的停顿不是不熟？而是被故事本身打动了？

Q 同学哽咽得说不出话，我只好先请他回到座位坐下来，并

问他是不是被故事打动了？ Q 不置可否。只是回到座位后，还不

停地用手抹眼睛——正是非常男孩的那种哭法，撇嘴，泪水还没

有流出眼眶就已经被手指用力地往两边抹去，似乎哭是一件极不

光彩、极没有面子的事情。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这个自尊心很强的男孩子，一定是

不满意自己今天的表现。我很熟悉那种泪水：付出了很多，最后

的结果却与自己想要的结果相去甚远，那份不是因不够努力而产

生的不甘，确实让人伤心。

我尝试着问他：“是不是对自己今天的表现不够满意？”

Q 点头。

“是不是前期准备了很久，付出了很多，可是今天上台很紧张，

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所以感觉心里很难过？”

Q 连连点头，手指擦眼睛擦得更凶了。

课后与 Q 妈妈联系，才了解到，原来孩子上周就已经在提前

准备讲故事了，但周末两天都在发烧，周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跟

妈妈讲，“完了，今天我讲不好故事了。”原来还有这层心理压

力在这里。

不善言辞的孩子，也许心理世界更多幽婉。每一个简单的事

件背后，多少心理的波涛浮动。泪水，因为沾染了人的情感，而

变得比珍珠更动人。

二、你的寂寞，我来守护

上班第一天，隔壁班级有两个孩子送给我一份“见面大礼”。

当时隔壁班级的班主任外出学习，我暂时代为管理一天。

因为之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有人跑进来告诉我说“某

某把同学咬了”，我并不太吃惊；然而就算是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也依然不能帮助我消化真的见到那个场面时的震惊。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顶多一个牙印那么简单。

当被咬的孩子卷起牛仔裤，露出大腿时，一块肉已经被咬得

青紫，像一口痰，浓重地、硬梆梆地、突兀然而坚定地粘在那个

孩子白皙的腿上，边上是一个据说是用修正带戳的小孔，露出鲜

红的血肉。虽然不合时宜，但让人看了真的有想吐的感觉。

这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咬成这样？

真的是人咬的么？

咬人的孩子这时候已经被其他同学带到我办公室的走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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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上下颌还在咯吱咯吱的打着摆子，脸不时地抖一下。大约是

自己也不能控制。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受伤孩子的家长，家长赶到学校后带孩子

去医院打了破伤风针。随后给咬人的孩子家长打电话，她听到之

后并不太吃惊，她说孩子的性格不太好，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咬人

事件，随即表示受伤孩子的医药费全部由她负责，她本人也会尽

快赶到医院看望孩子。她处理得得心应手，看来前面的确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我跟咬人的孩子坐在走廊上。等他妈妈过来。

一直觉得每个“性格不好”的孩子，并不是天生的，他背后

的原生家庭不会简单。问一问，是这样的。他上有一个 21 岁的姐

姐，照理说会得到许多疼爱。但我猜想这爱或许是多而无当的。

因为他自己讲每天的生活是放学后是爷爷或者姐姐来接，在路边

随便吃一点什么，就要赶往补习班，到 9 点钟回家睡觉。并不跟

父母交流，他的原话是“妈妈没空”。说这话时，眼泪颤颤的。

这个孩子的表情一直占据着我的心，后来带自己班级，我也

格外关注家庭特殊的孩子。嘉嘉是其中的一位。父母离异，在同

一个城市居住，却都顾不上孩子。嘉嘉被判给了爸爸，爸爸因为

工作原因，1~2 周才回家一次；平时嘉嘉放学后就跟着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了，晚上回家后，嘉嘉几乎没有人沟通，

更不要提作业、学习了。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明显感觉到嘉嘉虽

然有着孩子的聪明、调皮，但与人沟通、学习、做事情等方面，

均缺乏方法，不得要领。甚至说话都有些含混不清。为了让嘉嘉

在班级里能够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开心地笑，快乐地学，我先是

在上课时，遇到简单的问题，有意地多喊嘉嘉来回答；接着看到

嘉嘉写字工整、有进步，就及时鼓励、表扬，这样班上的孩子对

嘉嘉有了更多的接纳，课间做游戏时，也更愿意和嘉嘉一组了。

同时，我还得到了嘉嘉爸爸的支持，哪怕无法实地见面，但每天

视频聊天，多陪伴嘉嘉。

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曾写下句子“生命无人看护”，这句

话一直记忆至今，觉得写尽了旷野中每个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助。

山高水长，与孩子同行一程，便尽可能守护一程。

三、你的微笑，我很珍视

菲菲来到班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学快一周了。

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纯净的目光，宁静的脸庞，干

净的衣衫，就像是一个小天使那么美好。她的皮肤白白净净，头

发黑亮亮的，整齐地编成小辫子扎在脑后，既可爱又精神。

这么美好的一个孩子，却有些不同寻常。一年级的时候需要

妈妈每天到学校陪读，现在长大一点了，基本能够照顾好自己，

不需要妈妈陪读了，但上课时间哼唱歌曲、情绪来了大叫一声，

都是会发生的事情。

她更多时间是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

课间，菲菲在楼道里迎着风来的方向，张开双臂边跑边喊：“我

在飞……我在飞……”等她停下来，我凑过去向她问好：“菲菲……”

菲菲头也没有抬，甩来一句话：“走开！臭死了！”

初见吃瘪，我尴尬笑笑，想起来书中的林黛玉，也是这般目

下无尘。我甚至有些羡慕地看着菲菲，在她身上，有着植物的芳香。

在她眼里，凡夫俗子都是臭的。也罢，缘分未到，无须刻意打扰。

就这样护着她，安安全全的，也很好。

缘分到来，是在一节班会课上。家长们为班级购买了 8 盆绿植，

我提出请喜欢植物的小朋友，每人领养一盆，在花盆一侧贴上防

水的姓名贴，细心照料，固定时间浇水，即领养成功。小朋友们

很感兴趣，纷纷举手，要求照顾绿萝。恰在此时，我看到菲菲露

出了难得的笑容。那一笑，就像珍珠一样洁白、闪亮，也打开了

我的思路。

“菲菲，你也喜欢植物是吗？”当天放学后，我给菲菲妈妈

在 QQ 上留言。

很快，那边传来了菲菲干净的、稚气的语音：“是的！老师！”

“那老师也拜托菲菲帮忙照顾班级的一盆绿萝好吗？”

“太好了！我最喜欢照顾植物了！谢谢老师！”

第二天，菲菲和班级的小朋友一起，照顾着绿萝。课间，总

在楼道里飞来飞去的菲菲，把头靠在我的臂膀上，像一头小绵羊

那样娇憨地蹭了蹭我。我知道，我被孩子接纳了。

那个微笑，真的很甜。

教育，是一首永远也写不完的诗。每个孩子有自己独特的美丽，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本来的样子。高敏感型的孩童，内心世界更为

丰富、更为细腻，就像童话里阿依达的花儿，只有在夜色降临的

时候，她们才从抽屉里悄悄跑出来，一边对着世界探头探脑，一

边好奇地慢慢舒展着自己。作为一个园丁，面对每一颗纯真的心灵，

我们要做的就是关注每一个细节，并倾听、陪伴、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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