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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无理要求”的缘由
向明初级中学初一班主任罗钰佳 !""#年工作，很快她就

发现，管理班级，不能用强硬的手段，而要增加个别化教育机
会。理解不同孩子的个性。班上有个女孩喜欢标新立异地戴着
帽子，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总觉得
“别人不理解我”。罗老师没有命令她把帽子摘下来，而是和她
谈心。结果，她发现，女孩的理由很可爱———“老师，我头发天生
蓬蓬的，我想戴帽子压一压，否则看上去会很好笑。”她的戴帽
上课申请，也得到了罗老师的批准。一次次平等的沟通中，女孩
对老师产生了信任，话也多起来。罗钰佳请她参与学校快乐文
化节集体诗朗诵表演，体验集体活动的快乐，上台之前，女孩自
己将帽子摘了下来。
“我会告诉孩子们，上台表演心里很紧张，结果是学生来鼓

励我；觉得上课哪里有遗憾，我在微博说出我的想法，同学们也
会积极和我讨论。”罗钰佳觉得，老师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甚至是“示弱”，让学生感到你是真实的，是能够平等对话的。

学会向学生真诚道歉
三好中学老师朱菁觉得，老师也要学会道歉。有一阵，班上

一个孩子成绩明显退步了，家长反映孩子最近迷上了画画，耽
误了学习。按照惯例，朱菁建议家长，回去和孩子谈谈，不要因
为兴趣荒废了学业。没想到，过了几天，孩子在日记中写道，“老
师，你和我父母的谈话，扼杀了我的梦想”。“我的本意只是希望
家长引导孩子把对画画的兴趣变成学习动力。”和孩子当面聊
了以后，她真诚地对孩子说，“如果朱老师的表达方式，让你的
父母产生了误会，老师向你道歉，我们还能做朋友吗？”看到孩
子点头，朱老师才放心，也提醒自己，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
先和孩子聊透了，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分数不是“标签”
优秀，是这些被国外名校提前录取

学生的重要“标签”。那么，什么才是国
外招生官认可的优秀呢？康奈尔大学招
生官 $%&'( )* +,-./(在审阅一批申请
者的推荐信时发现，$01（美国高中生学
业水平考试）!!""分已经算是“低分”
了，拿满分的申请者绝非个例，再加上
推荐人的妙笔生花，几乎可以让招生官
们难以取舍。

考试“牛人”越来越多，分数越刷越
高，一个个“优秀学生”层出不穷，于是，
甄别的办法唯有通过谈话。来自斯沃斯
莫尔学院的招生官 2345，在 6!#个单
词的简单谈话中，竟然强调了 7遍“5/3

（你）”，他表示，与其说是择“优”，不如
说是择“5/3”，是要挑选一个更加个性
化的“你”。

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对“优秀”
的判断，也在几位提前录取的学生身
上得到了验证。他们说，申请美国名
校，成绩不是“硬道理”，相较于直观
的分数，招生官更希望从申请材料中
认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选择
他们学校、将来会在那里愉快学习的
理由是什么……

凸显独特的“我”
说到个性魅力，在经验分享会上演

讲的多位同学都提及了这么几个重要
概念：“你是谁？”“你有什么梦想？”“什
么是真正适合我的？”“我能学到我想学
的吗？”“我会快乐吗？”他们建议正在准
备出国留学的同学们，不要让考试分数
湮没了鲜活的自我，不要让大学排名掩
盖了大学的气质，选择学校和专业更不
可那么功利，而是要真正出于心中的喜
爱才去学习，去成长为那个“我”。

此外，对于许多中国同学来说，准备
一份能博招生官眼球的“社会实践”履历，
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课外社会实践
活动到哪里去寻觅？小秦同学通过亲身
体会告诉大家，答案或许就在你身边。她
说，扎堆“热门”的课外活动，既难凸显自
己的优势，在创意方面又显得乏善可陈。
她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盯着“模拟联合
国”和“学生领袖领导力”等时髦的活动，
而是完全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在母
校的“国际母语日”活动中大力推广上海
方言，并成功邀请了一批沪语专家、演艺
明星来举办讲座。她坦言，正是因为选择
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最终被耶鲁
大学提前录取。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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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很多学校，80后老师已经挑起
大梁，00后的孩子们也一批批进入校园。当
年轻的老师，遇到更加独立且有个性的一
代，师生关系会发生哪些改变？以“读懂学
生”为主题的黄浦区青年教师论坛日前举
行。年轻老师们认为，若要走进孩子们的心
灵，要少说“不”，多问些“为什么”。

! ! ! !时值寒假!已经被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

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美国名校录取的华东师大二附中

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的小秦"小林"小时"小朱四位同

学!近日聚集到了科学会堂!出席由凯斯国际教育主办

的留学提前录取经验分享会#他们比其他正常录取的学

生提早了半年时间! 足见他们在学业上的精彩亮相!赢

得了美国招生官们的一致认可$

音乐课还是习作课？
当听课的老师们从礼堂中走出

来时，许多人是怀着敬重和佩服的
心情的。这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是一堂音乐与习作紧密结合的课。
而且，很明显这堂课只是一系列活
动中的一个项目，前前后后，学生可
以有许多的习作机会，空间很大。有
些老师还来不及消化和领悟，但已
经为学生给莫扎特音乐配词和歌唱
的行为所震动。
请允许抄录两首孩子们在课堂

上当场为原名为《小星星变奏曲》的
曲子新编的词。
《小星星》
我邀星星来做客! 看看我们美

丽的家$

一天一天在变化! 一年一年新

气象$

星星看了眼睛眨! 要和我们做

伙伴$

《幸福的家》
爸爸是树妈妈是花! 蜜蜂是我

蝴蝶是她$

小小花园一个家! 阳光下面来

玩耍$

你我翅膀合一起! 拥有一个幸

福的家$

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参与了编写
新词，每一位编了新词的学生，都在
钢琴的伴奏声中，唱响了自己的歌。
应该说，作词本身就是一次习作活
动，学生在作词过程中有许多新鲜
的感受，在同学们面前，唱出了自己
写的歌词，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神
奇感觉。但这并非是活动的全部，学
生还要把此番为曲写词的经历写下
来，做一个记叙文习作练习，进一步
拓宽习作渠道，丰富习作内容。

有一位名叫汤嘉瑶的小朋友，
用《我把手举到了老师的鼻子底下》
的小文章，大致还原了那堂作词课
的情形：

走在路上! 我回味起今天下午

的一堂语文课$ %淅沥淅沥下雨了!

花儿草儿放声唱$柳树甩着长辮子!

燕子喳喳飞回家$淅沥淅沥下雨了!

真是好雨知时节&'这是我今天在课

上为莫扎特的乐曲编写的歌词$

在课上! 当俞老师让我们听着

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时!我就

感觉到了这首曲子的欢快活泼$ 我

的脑海中想到了这样的画面* 春天

来了!春雨绵绵地下着!杨柳青了!

草地绿了$屋檐下!燕子轻轻唱起了

歌$我也像燕子一样!感受到了春天

的气息$

我按照自己的想象，在音符下，
对应着写词。没过一会儿，我的作品
完成了，我还为它取了个很有诗意
的名字：《春雨》。作品出炉了，我迫
不及待地要和老师、同学们分享。于
是，我把手举到了老师的鼻子底下，
终于如愿以偿地唱起了我的歌。我

再一次沉醉在我的作品里，老师夸
我是个小小词作家，不过老师给我
纠正了一个错别字：淅沥的沥，要加
上三点水。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嘿，真是美

中不足啊！
嘉瑶小朋友写出了自己在这堂

词作课上的独特经历，是非常有个
性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跟着小
作者的文章，我们可以想见词作课
的大致进程，感受到学生在这堂课
上情绪的饱满与热忱。
有老师们议论说，孩子和成人

在感触、灵感这些方面的表现是非
常相似的。小朋友的体验让人想起
大词作家乔羽先生，他在窗前用功
时，飞进一只蝴蝶，灵感一下子激发
出来，写出了《思念》：“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
窗口……”如果学生的此番体验，让
乔羽先生知道了，他老人家也一定
会感同身受吧。
只要我们当老师的教学思路突

破几道樊篱，找到能让学生的知、
情、意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释放的契
机，创造出新颖的教学手段，习作对
孩子们来说不再是一件苦事、难事、
烦恼事。学生们发现自己的才情得
到意外发挥，自己在一堂课上的经
历是那么珍贵的写作材料，必然努
力倾吐而后快。此时动笔写作，一定
会是“下笔如有神”的。

回忆整个实验过程
以上所记，是曾经有过一次音

乐课与四年级习作课完整结合的实

验，实验者是徐汇区汇师小学的俞
薇薇老师。俞老师是个有理想肯实
践，愿意下功夫的人。回忆起这个实
验，俞老师至今意犹未尽，俞老师
说，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表现岀许
多老师平时看不见的特点，学生得
到了始料未及的长进，老师本人也
收获了不少新的体验、新的感受、新
的方法。

相关知识融会贯通
当时俞老师所带的班级，孩子

们平时就喜欢唱唱跳跳，有不少孩
子课外学习各种乐器，有一定的音
乐基础和素养。将音乐带进习作的
课堂是完全有可能的。据了解，老师
们想把这件好事做成一个系列，探
索出一条可行的路，既让学生在一
系列的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上的成
长，同时也让教师积累些指导习作
的经验。
老师们抓住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的音乐家莫扎特诞辰 !7"周年这一
契机，满腔热情地将这位神童出身
的音乐名人介绍给孩子们。
要走近莫扎特，就要读有关的

书籍，听合适的乐曲。俞老师利用寒
假，不但要求孩子们读有关莫扎特
的故事，自己也做了大量的案头与
走访工作。她去图书馆找了不同版
本的莫扎特传记来“恶补”，并把发
现的小故事传送给学生，帮助学生
阅读。
后来有学生在《俞老师，睡个好

觉》的文章中写道：俞老师从厚厚的
几本书中提炼出莫扎特的精彩故事

给我们分享。她还走访了精通音乐
的家长，向他们请教与莫扎特有关
的音乐知识和相关文化。俞老师的
实验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支持。于
漪老师多次强调，师生之间是一杯
水和一桶水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
实验，正是老师自我“添水”的机
会。
此后，系列活动正式展示在大

家面前。它们包括以下几部分。
! 两堂故事课 学生们将寒假

中分散阅读的莫扎特小故事! 挑喜

读的背诵出来后!讲给大家听!并且

几乎是全员参与$

! 几堂填词课 老师利用课间

午后! 在教室里一直放着莫扎特的

音乐!其中的(小星星协奏曲)+(土

耳其进行曲)"(幻想曲)"(摇篮曲)

等好多较为短小的曲子! 让学生们

熟悉且能哼唱!然后再上填词课$

! 记叙文习作指导和评

论课

这堂课上充分地让学生讨论!哪

些经历是不可多得! 是值得记录

下来的$ 学生的习作也是别开生

面的$ 比如!有一位学生对(土耳

其进行曲) 曲名的来历发生了疑

问! 刨根问底后了解到了当时欧

洲乐坛的流行风气$ 这些文章确

实是很出乎参与实验的老师们的

意料$

俞老师和同事们的辛苦，打开
了通向音乐与习作结合的通道，满
园春色，丰姿多彩。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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