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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教育　走近孩子
 ——我的教育故事

康小莉

（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类型，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每个家庭的重心。家庭教

育支持系统为孩子提供的帮助不容小觑，但与此同时家庭教育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知识本位成为我国家庭教育的底色，家长采用不

当的教育方式往往会导致孩子问题更加严重化，如何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成了家长和老师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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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光辉”这个词不仅道出了

人们对教师职业的尊重，更是传递出了教师职业的责任重大。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这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2010 年走上教育岗位的我就以“静心教书、潜心育人，为了自己

的孩子，为了更多的孩子”的初心和追求，认真踏实工作。看着

孩子们每天一点点的成长就成了我最快乐的事情。

在教育中我始终坚信，品德好、习惯好的孩子不会太差，所

以对于班级，在学校党建 12345 的引领下确立了我们先锋队的育

人目标：培养品德好、学习好、习惯好、身体好，具有团结协调

能力、奉献精神和奋斗品格的豪迈少年。在教学中始终坚持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一、拥抱问题，温情“执法”

“老师，我要上厕所！”“老师，他挤我！”“老师我课本

忘家了！”“老师，我橡皮找不着了？”“老师，他踩我脚！”……

这是我刚接手一年级时遇到的问题情境。不停地报告让我恐慌又

焦虑，因为乱也是最易出现安全事故的地方。

给他们上课，我每天都绷紧了弦。带着诸多问题边问边思考。

我认为低年级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是关键，习惯需要常抓不懈，而

且需要各科及家长形成合力才会从真正意义上起到好的效果。所

以我从孩子们的健康习惯开始，从如何候课、站队、喝水、上厕

所开始来培养孩子们的规则和生命安全意识。

两年实践了两条路：

第一年，着重队列方法的练习，编队形——原地队列队形练

习——转法力练习——行进间队列练习——问题与个别训练，目

的就是训练孩子们快速集合站位，听从指挥，快速反应的能力。

第二年，在第一年实践经验基础上，与学校礼仪课程结合。

无声侯课，要求做到桌面干净，坐姿端正，对应侯课礼，坐姿礼。

楼道无声集合，看手势做动作，做到快静齐，迅速定位，统一一致，

对应集合礼。齐步走，统一右行，起步正确，团结一致。队列练习，

分清预令和动令，明白要求再行动，对应路队礼。游戏培养孩子

们的规则意识，对应上课礼，安全礼。路队力求时时处处间隔合

理，整齐有序，即出即走；入厕整齐有序，即上即冲，便后洗手；

喝水有序，自觉排队，节约用水，即走即关。方法总比问题多，

找到了问题也就找到了打开它的钥匙，实施的路径。

二、特殊时期，别样的陪伴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教育”不在宏大的口号里，而在日常

生活细节中，儿童最重要的老师首先是父母。学校教育被寄予的

期望太高太多，而家庭教育的功能及重要性却被严重低估。疫情

下的居家学习，让很多家长崩溃，孩子管不了、不敢管，盼望着

快点开学交给老师，这都暴露出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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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图一劳永逸的办法，想一招治病改变孩子，这样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不理智的。

作为家长和老师这一双重身份，在这一点上我也深有体会，

我和家长们交流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角色的

转变，家长之所以头疼、着急，是因为只关注了问题和结果。而

没有关注出现这些问题和结果的原因，想当然的给孩子贴了个标

签。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更多的会以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以命令或

要求的方式要求孩子怎么样，没有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我的女

儿前段时间和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妈妈，去年的时候我感觉

学习是一件有困难的事情，今年我感觉学习轻松了起来。”我很

清楚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没有上过幼小衔

接班，在拼音这一块就是让她很头疼的事，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提

前学过，上课老师在互动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会了进度自然也

会快一点，她越不会越不敢举手，时间长了问题累积的多了就失

去了学习语文的兴趣，甚至各种活动都不敢参加。

所以当时我就有种想法，我不能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我要做

孩子学习的小伙伴，和孩子一起参与学习，一起交流，做笔记，

一来可以发现孩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和孩子讨论想办法，另一方

面可以培养孩子学习的好习惯，所以即便再忙，只要孩子放了学，

我都先陪孩子一起学习。

让孩子先把声母韵母通过游戏卡片的形式反复识记，然后办

公室里家里甚至走在大街上、超市里等都看到了什么，让她试着

说出声母，注上音节……那段时间确实很累，因为既不想耽误孩

子也不想工作上拖沓，所以一般孩子睡觉再来做工作上的事情，

很少十二点之前睡觉。

今年开始，我试图让孩子自己去听网课，她自己听的也很认真，

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形式，每天都能按时。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会深度学习，就是像看动画片一样过去了，老师提问的问题不

会去思考，所以在做练习题时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我再次充当

了学习小伙伴，在课堂中老师提到问题，我们就按下暂停键一起

讨论交流。

比如在学习《要下雨了》这一课时，老师提到：燕子，燕子，

你飞得这么低和燕子，燕子，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这两句话

有什么不一样时，放在她自己可能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来充当

这个小伙伴，和她交流，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她第一遍说一

个是句号，一个是问号，我说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和这两个句子，

她第二遍说第一个没有问的语气，第二个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想知道就问小燕子。

数学课上老师在抛出一个数学情境或问题时，我们就按下暂

停键，彼此说一说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然后做到每听完一节接着

能讲给别人听，教会别人，不攒问题，不留问题，我觉得这是深

度学习的最高境界。一年级相对轻松，我就试着上午让她专心听课，

学习，下午活动，画画，唱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确实家长需

要付出很多，也需要忍耐很多，但是听到孩子说学习轻松了起来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三、正面引导，发挥好德育渗透中“催化剂”的作用

活动与比赛是最好的教育契机，一个孩子在一个领域中展现

了自己，他就会在其他领域包括学习中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和力

量，更重要的是借助活动培养学习的信心与做人的担当。

在平板支撑吉尼斯挑战赛中，小叮咚胳膊脚撑地，浑身哆嗦，

我没有心疼地劝他停止挑战，而是鼓励他咬着牙坚持，我特别欣

赏这股劲。孩子比赛完撩起胳膊让我看时，我给予了肯定和表扬。

好样的！老师感觉你今天特别帅，也很美，为你骄傲，没有什么

是咱们坚持不下来的，没有什么是咱们挑战不了的，只要你心中

有信念，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看到属于自己最美的那

束光。我想，体育活动最重要的是体验，借助体育精神影响自己

的意志，这或许对其成长是一种激励。

情理共生，助力成长。小雨彤，我们班的一个孩子，也是我

负责的六一一个节目中的小女孩。节目汇演当天，她妈妈早上带

她来的时候说孩子昨晚突然发高烧，我上去一摸孩子头还是挺烫。

我就建议孩子先去医院检查，孩子却说：“老师，我没事，用上

退烧药了，现在不烧了，我想参加，排了这么长时间，我在前面

还是领的，我不上的话后边会跑乱位的，放心吧……”妈妈也说：

“没事，上吧！”

家长和孩子都这么坚持，顾全大局，真的特别感动，我就抱

着孩子说：“好吧！尊重你们的决定，上！但是发烧你得听话，

多喝水，抱着水杯一个劲喝就行，把身体里的坏蛋都赶跑！”让

小雨彤妈妈放下美食节那边任务，带着体温表和药全程陪护孩子，

上午场上演时我就想象着自己发烧时的情景，头晕，无力，冷……

各种不适，各种担心与紧张，我就在后台上场位置看着孩子在认

真的做着每一个动作，包括中间换位自己摘耳麦。

演出很成功，我搂住了孩子，摸了摸头：“雨彤，你真是太棒了，

高烧上场，完美演出，每一个动作都这么到位、认真，眼神这么

专注。你的坚强努力，负责担当让我们的节目这么精彩。”这些

话还没说完，孩子说：“老师，我感觉不难受了，咱们下午场几点？”

我没忍住掉下了眼泪，摸着孩子的头说：“孩子，这是奋斗后的喜悦，

也可以赶跑坏蛋，现在你要听妈妈和老师的话赶紧去医院检查，

看完之后看需要吃药还是打针，先回家休息。”

下午 2 点左右美食节结束的时候，我就又给小雨彤妈妈打了

个电话问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妈妈说：“去医院的时候 40.4 度，

打了吊瓶，已经降下来了，到 37 度了……”我心情一下舒缓了好

多，直听电话那头孩子说：“妈妈，快问问老师下午几点，别耽

误了。”面对孩子的积极、认真、坚持和不放弃，我说：“雨彤，

你是大家的好榜样，听妈妈话，好好在家休息，多喝水，吃点饭，

这样下午6点不烧的话，让妈妈带你来参加晚上演出，好不好？”

孩子很听话，晚上 6 点准时到达，而且主动要求看完所有节目。

我们南校认真专注，有为担当的理念在孩子与家长身上完美的体

现。她也因此荣获最美头雁先锋成了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

问题是教育的起点，亦是教育的归宿。问题出在哪里，教育

就种在哪里。生活中处处有课堂，问题，让我们困惑又让我们成长，

也让我们记住了每一个感人的瞬间。习总书记说过办好教育事业，

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我们应该牵起手一起为孩子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相信孩子们也会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的地

方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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