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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命自由呼吸
李美萍

（荆州市荆州实验小学，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教育对象千差万别，每一个个体禀性各异，成长的环境也不尽相同。面对个体的生命，必须正视每个生

命的独特性，尊重个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给他们自由呼吸的空间，促进完整的生命自由发展，使每一个个体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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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老师曾说过：“一个优秀的教师最重要的不是教了多

少优秀生，而是转化了多少后进生。优秀生在哪儿，让谁教都可

能是优秀，但是后进生就不同了。转化后进生才是你工作能力的

体现......”李老师所说的“后进生”当然也包括那些很难教育的学生，

对于这部分学生的教育问题一直是所有班主任的难题。多年来，

我一直在探寻教育的规律，努力寻找最佳的教育方法来塑造每一

个灵魂，给他们自由呼吸的空间，引导他们向善生长。

一、教育是慢的艺术

玉是一位可爱又憨厚的小女孩，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好像有

说不完的喜事儿，走起路来慢悠悠的，从来不着急。不管同学们

怎么说她，她都不会生气。有这样开朗性格的小女孩自然就和“胖”

字交上了朋友，特别是那张白嫩白嫩的胖脸蛋，更是让人觉得很

可爱。

如果你不跟她谈学习，她可真是一位乖巧懂事的小女孩，可

一谈到学习就让人伤透脑筋。我是在她读三年级时开始教她的，

在此之前她的数学从来没考及格过，就在 20 到 50 分之间转悠。

也许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学生，开始还不能接受，总认为自己

有“三头六臂”，曾经自诩：“是铁树我也能让你开花。”直到

一次跟她单独接触后，才让我彻底死了心。在她面前我承认自己

是“败将”，也让我确信有些“花”是不会开的。

记得那天放学后我把她单独留下来，是想给她开个“小灶”

补习补习。至始至终，她都很认真地在学，题目讲完了需要计算

20 以内的加法，她就掰手指，遇到乘法就从头到尾念口诀，加法

计算是一年级的内容，乘法是二年级学生必须的基本功，可她已

经读三年级了。

不仅仅是这些，一道题讲了几遍以为她懂了，可做出来还是

错的，再讲一遍问她，可她只会憨憨地笑。我仍不甘心，使出浑

身解数继续给她讲，直到口干舌燥，她还是似懂非懂，我忍无可

忍想训斥她，她好像看出了我很不高兴，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的

脑袋，支支吾吾。我明白了，对于她，生气又有何呢？她不认真吗？

不是。她很笨吗？我从来不这样说学生。当时就提醒自己：不要

再浪费时间了，教她的时间如果用在别的孩子身上，可能效果要

好得多。我脑海中跳出了两个字：放弃。

出于无奈，我第一次选择了不在乎。我改变了对玉的态度，

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她跟别的孩子一样完成作业，而是降低要求，

别的孩子能做完的作业她不需要都做完，她能做多少都行，课堂

作业她不能按时交就等同于已经交了，不允许小组长扣她的积分。

虽然我很少再跟玉单独辅导学习，但对她的关照比其他孩子

要多得多。如果有人笑玉成绩差我会马上批评那位同学。我每天

都会跟玉在一起聊天，经常捏一下她的胖脸蛋，她也特别喜欢我，

我只要坐在讲台边改作业玉总会凑过来跟我讲话，趁机摸我的头

发和裙子，有时还用小脸蛋去碰我的胳膊。

玉上课从不讲闲话，所以我在编座位时没有考虑把她固定在

前几排坐。对于她，我的想法是只要她觉得开心快乐就行。尽管

这样想，我还是很不甘心，难道她真的就永远被别的孩子看不起，

永远只能在 60 分以下踏步吗？将来读初中怎么办？一种教师的责

任感驱使我还是想试一试别的方法。

我破天荒地把她的座位定在了第一排，没想到这一换却让我

有了意外的收获。很少抬头听课的她主动盯着黑板，从来不举手

的她竟然举起了手。她的发言连我都惊呆了，这是往日的玉吗？

我责怪自己枉为人师，不相信教育需要等待。我让同学们给她鼓掌，

掌声足足持续了 1 分钟，我估计她是平生第一次过了一把被表扬

的瘾，那节课她笑的好灿烂！

神奇的掌声就像灵丹妙药让她找到了自信，我知道光有一次

表扬是不行的，需要趁热打铁。此后课堂上，只要她举手，我必

定是让所有同学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她，有时候一节课我会点她

五六次，简单的问题她如果能回答，我故意跳起来给她竖大拇指，

大声表扬她。在她身上我会“小题大做”。

后来的一段时间，她只要遇到有不懂的问题就在课间主动问

我，我每次都鼓励她，时间长了我发现给她讲题不再那么费劲了，

她的语言表达和数学思维明显进步了。期末考试她得了连我都没

想到的分数——65 分，终于及格了，我兴奋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把她抱起来，亲了一口，还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她去玩（有进

步的孩子我都会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他们玩）。

在孩子们的眼里玉是个笨小孩，谁也不愿意跟她做同桌，为

此我批评过很多个孩子，拿班上我最宠爱的班干部“开刀”，甚

至开他们的“批斗会”，为的是让玉明白她不比别人差，玉就在

我的精心呵护下慢慢成长起来，长绳接龙能看到她的身影，清洁

大扫除同学们都离开了，她会一个人把教室打扫干净，作业做错

了她会一遍二遍甚至多次，不厌其烦地去修改。我惊喜于她的变化，

我为当初的想法而惭愧。教育永远不要放弃。

我维护了玉的尊严，给了她学习的自信，玉让我懂得了教育

的真谛，让我不再那么浮躁，不再那么功利。她就像一尊玉佛带

给了我宁静。我和玉之间发生的一切让孩子们看在眼里，也许这

就是榜样的力量，我的宽容和正义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有的

孩子，他们喜欢我、佩服我、信任我，他们相信他们的李老师会

像爱玉一样的爱他们，他们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这朵花我期待了很久，虽然迟了点，但却更香、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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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似放弃实则关心

张同学是我班的“老油条”，打架、闹事、拿同学的东西、

不交作业、上课不认真听讲……很多问题在他身上都存在，多次

谈话教育甚至惩罚效果并不明显。

有一次他踩坏了学校的草坪，知道自己犯错了，主动到办公

室等我。我想常规的教育方法在他身上已经不管用了，该怎么来

教育他呢？既然他总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干脆试试另外一

招，虽然有点冒险，我还得试一试。

在万般无奈之下丢给他一句话：“老师不想管你了，不想批

评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后跟老师没有任何关系！”说完

后就要求他离开。我说话的语气很坚定，本以为他会高兴地离开，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然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我愣住了，受

他的影响，眼里也浸满了泪花，强压住伤心的情绪等待他平静下

来后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怕老师不管他，他希望老师批评他，

也愿意接受老师的批评。

真想不到，一句不经意的话会让他害怕老师不管他，现在我

终于明白了，他之前的调皮行为就是为了想得到老师的关注，当

老师真的不想管他的时候，他反而害怕了。我知道自己的教育目

的已达到，转而用亲切的语气引导他，鼓励他，他都欣然接受了。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下课不疯了，

学习态度明显好转，上课还经常举手发言，学习成绩提高很快。

我抓住教育的契机及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有时悄悄地给

他一点好吃的零食并告诉他不要让其他同学看见，只有你才有。

通过这强化的教育手段逐渐让他改正了身上的坏毛病，对于

他的教育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纯属偶然，是在不经意中发现

了他的弱点，通过正确引导才得以成功的。

三、宽容对待“屡教不改”的学生

王同学一年级才入校那段时间常爱躲在课桌下面玩，即使听

课，坐姿也不端正，总是弯弯扭扭地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吮手指。

在家长的配合下，他改掉了吮手指的习惯，偶尔还是会做一些令

老师头疼的事情。一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发下去后，他把同

学 100 分的试卷偷偷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才入校的孩子犯错，我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以耐心疏导为主，

可能没有让他承担犯错的后果，所以他根本没有太在意。二年级

下学期他和张同学闹矛盾，为了报复张同学，他把另一名同学的

音乐书撕烂后从窗户边扔了出去，然后向我告状说是张同学丢的，

当时差点相信他的话而误会张同学，庆幸的是我及时发现了问题，

经过反复“审问”他才承认是自己扔的。

这些事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我没在全班批评他，主要是怕

伤害他，因为他的自尊心很强。我告诉他是老师在为他承担子，

希望他能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三年级上学期，他为了给张同学再次制造麻烦，把李同学的

书扔到了垃圾桶，告诉李同学的妈妈说自己亲眼看见张同学将他

儿子的书扔到了垃圾桶。

李同学的妈妈到学校找张同学质问，当时我正好在场，张同

学坚持说不是自己丢的，还哭了起来。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猜

到又是王同学在捣鬼，安慰李同学的妈妈不要着急，我会把这件

事情调查清楚。

我问王同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看见张同学丢的书，他说是昨

天在厕所门口看见张同学将语文书丢在垃圾桶里了。我要他亲自

带我去丢书的地方看看，他随便指了一个垃圾桶，我将计就计拉

他一起到垃圾桶旁边，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么远连人都看不清，

怎么能看见丢的是语文书？他又改口说是另外一个垃圾桶，我说

更不可能。我的质疑让他慌张起来，后来干脆不回答我的问题。

事情已很清楚，跟上次一样，他想“嫁祸”给张同学。即使

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狡辩，我不给他机会，对他说，你只要做了

就有会有人看见，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他一言不发，不得已默认了，

并同意买一本书还给李同学。

几天过去了，他没有任何行动，也不提还书的事情。李同学

自己到书店买了一本，并告诉我，不要王同学还书了。他已经不

是第一次犯错，怎么能不了了之呢，一定要他承担责任，我觉得

以前就是太纵容他了，这次可不能再心软。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立即解决这事，李同学自己买了书

就还钱给李同学。我把王同学没还书的事与他的家长交流，建议

家长不打他，让他从自己的零花钱中省一点，凑齐后还给李同学。

在家长的配合下，他承认了错误并同意承担犯错的后果。

李同学坚持没有接受王同学的钱，把这笔钱捐给了班级。王

同学屡次犯错，让我提高了警惕，常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是不

是有问题？为了防止他再犯错，我经常陪伴他，与他谈心，纠正

他的不良想法，让他能感受到老师是真正关心他，也希望他能把

爱给予他人。

从王同学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他对待同学不够宽容，这是

缺少对个体认知的有限性、生命凡俗性的认识。反思他不宽容的

原因，在于他的自我中心，总是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成为一个

虚假的“大写主体”。要教育他确立宽容意识，消除自我中心，

回归到凡俗的人本身。

我宽容学生的错误，并不是软弱，也不是妥协，而是给学生

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学生有反思的机会，感受到教师的期待，把

外在规范的约束变成自我的压力，进而转化为动力。

四、结语

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理发展的规律外显，人们

看得见，心理发展规律内隐，不易觉察。教育学生也应该像他的

身体自然生长一样，遵循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让他们自由呼吸

教育的新鲜空气，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最好的“我”。

教育的神圣和崇高，就在于它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教育只有

从生命出发，用知识孕育生命、润泽生命，才能达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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