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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集体弥补过失
全美教师协会副主席 !"#$%&

'(#)*(+%,-曾当了 ./年高中英语
教师。他告诉记者，美国中学实行
走班制，由部分老师担任“012$!

3(,”，类似于中国的班主任，负责管
理几十名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及时和家长沟通。面对犯错的学
生，美国老师通常先肯定他在这一
阶段取得的进步，再直言不讳指出

他的错误。和家长打电话时，遵循
的也是相同的准则。
“要让学生感到鼓励，而不是

责备。”!"#$%& 4(#)*(+%,-举例，
以前，发现学生在校打架，学校会要
求他放学后留下反思。后来，老师
们开始反思，这种“关夜学”式的惩
戒方式，除了让学生感到沮丧和“没
面子”外，并不能让他们从中学到什
么。于是，学校改变了规则，学生们
不再是消极地接受惩罚，而是以此

为鉴，学会积极付出———如果犯了
错，就要通过参与一些校园服务工
作来弥补。

家校沟通避免告状
电话、家访、网络平台、家长

会……如今，中美两国中学家校
沟通方式异曲同工。但是，在一些
中国学生眼中，家校互动就是给老
师提供了“告状”机会，以至于每到
家长会，学生们就神经紧绷，生怕

自己被公开点名批评。
如何避免家校沟通成为亲子

关系紧张的导火索？“不公开指责，
不公布成绩排名。”这是闸北八中的
家长会准则。美术老师黄利有一名
学生，初中时成绩很好，甚至曾考过
年级前五名。进入高中后，学科成绩
却急速下滑。父母在埋怨他的同时，
未取得他同意就帮他请了家教，要
求他排名迅速回升。父母的高压和
指责不仅没有帮助他找回自信，反
而使孩子越来越迷失自己。了解这
一情况后，黄老师和家长约定———
不和孩子谈成绩、写下孩子优点、及
时表扬孩子的点滴进步、调低目标
为每科提高 5分。黄老师特别叮嘱
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美术老师
非常欣赏他！”一个月后月考，这名
学生各科第一次全部及格。“家校
沟通的目的，不是给学生挑刺，而
是要共同挖掘孩子的优点。”黄老
师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秘诀1：团队共成长
上师大附中毕业生、上海交

通大学研三学生乐立波是乐团的
“老大哥”了。小学三年级时，学校
老师让他加入乐队吹圆号，只是
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长得结
实，能拿得动那个大家伙。没想
到，这一吹，就是吹出了十几年的
乐队生涯。

比起单打独斗，团队训练给乐
立波带来了别样体验。每到一个乐
团，都要经历一次从新人到声部
长、首席的过程，也经历了外出演
出时的各种突发状况。“学会分享、
合作意识、领导能力”，在他看来，
这些音符之外的东西，却成了他成
长路上的主旋律。

“每个人都会先拿到谱回家
练，然后才是全团合练，不知不觉
就培养出了责任心，因为大家都不
想因为自己的错误耽搁时间。”如
今的乐团主力，吹黑管的高二学生
徐子临说。“每次演出，不仅要听自
己吹，还要听其他声部的声音。别
人把音吹偏离，要赶紧往他的音阶
上靠，保证乐曲的和谐。”多年演出
下来，大家配合默契。

秘诀2：文化中寻宝
音乐会上，改编自京剧《苏三

起解》的曲目，让人耳目一新。乐团
指挥俞先明介绍，成立至今，由他
改变并由上师大附中演出的中国
传统曲目达 67余首。他希望，拿起
西方乐器吹奏的同学们，不仅能走

进古典音乐殿堂，同样可以领略民
族文化之美。

刚毕业的大管手韩赟斐最佩
服俞老师每排一个新曲子，都能把
音乐背后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在
他看来，如果说单纯的技法训练可
能有些枯燥，那么，明白了音乐的
内涵，练习起来会更专注，也更容
易静心。他觉得，这也是音乐给他
带来的改变。徐子临的“双吐音”还
不过关，于是，他平时有事没事就
下意识“的的的”地练习，音乐，成
了他的生活习惯。“在遇到某件事
情的时候，或者在做难题的时候，
都时不时有某一句旋律会出现在
我耳边。”徐子临觉得，正是这种魅
力，让他越学越想学。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严格训练已非首次
雪地裸跑男孩名叫多多，对

于除夕清晨的跑步“事件”似乎总
想刻意回避，诸如是不是在雪地
里跑过、是谁叫他去跑的、是不是
自愿脱光了衣服等问题，他一概
回答“不知道”或“你问我爸爸
去”。面对大家的疑惑，“鹰爸”何
先生披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
说，之所以要用这样一种很严厉
的手段来训练孩子，是因为儿子
是个早产儿，生下来的时候只有
8斤 9两，而且还带有颅内出血，
然后是先天性肺炎、视网膜出血、

血管瘤等疾病，甚至被医
生判定是一个脑瘫患儿。
周围有不少人暗示他们，对
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希望抱怀

疑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做
这样的一个试验，而是对他进行
一个康复训练。很多的家长、网友
对我们不理解，甚至指责，其实我
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这个
孩子来说，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
了。”

何先生还表示，看到孩子在
冰天雪地里裸身跑步，作为家长
心里面肯定是有一点难过的，但
是这种训练已经在孩子第一次游
泳、第一次登山、第一次溜冰、第
一次上幼儿园、第一次武术训练
的时候，就有过相同的感受，他们
每次都是要让孩子沉浸在一种十
分严格的训练状态之中。

中国孩子并不娇惯
事情发生后，短短几天就有

二十多万网民对如此“极限教育”
表示了关注，“新年”“雪地”“裸
跑”，构成了人们议论和批评的关
键词。对此，“鹰爸”解释说：“我
们在美国旅行，春节嘛，最主要是
想用这种方式来迎接新年。我以
前搞了 ..年的教育工作，做过老
师，当过班主任。我就发现一个很
奇怪的现象，在日本和韩国，他们
有大量的这种冷冻训练，比如，57
多个幼儿园孩子全班一起进行冷
冻训练。那么，与日韩两国纬度接
近的北京和沈阳，却一直没有冷
冻训练。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
冷冻训练向世人表明，那就是我
们中国的孩子也不是那么娇惯
的，不比亚洲其他国家的孩子
差。”

而对于逼孩子裸跑，何先生
甚至表示还有更“深层次的意
义”，那就是想通过孩子的裸跑，
说明我们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
不仅能够度过自然的冬天，而且
也能够战胜当下的经济冬天。

康复训练也应科学
“鹰爸”的另类训练和教育方

式引起了许多网民的质疑。在人
民网近日的调查中，有 56:的网
友表示“训练方式还需因人而
异”，;5:的网友表示雪地裸跑
“方式简单粗暴，看着心疼”，;;:
的网友表示“孩子身体意志要从
小磨练”。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与行
为儿科主任医师章依文教授说：
“我作为一个医生，其实是理性和
感性相结合的。如果作为普通的
家长可能是会很心疼，但是作为

医生，我还是很理解‘鹰爸’这样
一个做法的。”章教授以脑瘫孩子
的康复训练为例说，对于损伤不
严重的孩子，可以通过一定的锻
炼方式去提高他们的行为能力或
者改善他们的机能，但对于损伤
非常严重的孩子，“鹰爸”这样的
方式就不一定管用了，还是需要
借助医学的康复技术，这样才能
帮助孩子真正地健康起来。而对
于四岁孩子的抗寒能力，章教授
说，在遇到寒冷的时候，我们人体
有着非常迅速的调节功能，使人
体与能量的消失保持平衡，如果
能保持这样一个快速的平衡，那
我们就能维持正常的体温，维持
正常的生理功能。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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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频道"超级家长会#将播出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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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话题 不少家长

常为孩子既乱又重的书包

而头疼% 什么东西都往里

塞% 经常不是找不到作业

本%就是丢了该用的东西&

怎么办'

董女士!家长"#我女
儿读二年级了，还不太会
理书包，但我们逼着她自
己理，并告诉她，理不好
的话“后果自负”。她刚上
学时我们还偶尔帮她理
一理，现在则完全要求她
自己整理。但到现在为
止，她的书包仍比较乱，
一些批改过的考卷也是
七零八落地塞在里面，我
们有时会提醒她把不需

要天天带的东西及时清理出来。另
外，她每天上学时的书包都是自己
背的，这也是为了让她知道，书包
要“减负”，首先要学会整理。

倪谷音!著名特级教师"#做学
习的主人，首先要学会做自己书包
的主人。特别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考几个好分数，还不如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来得重要。像整理自己的
书包、书桌，包括整理、保管好自己
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这些基本生
活习惯必须在小学低年级时就养
成，长大了再培养就可能来不及了。
起初时，家长可以教一教怎么理书
包，哪些东西要注意及时清理掉，以
后，就要督促好孩子自己整理，绝不
能由家长包办整理。低年级的老师
也应组织大家学习怎么理书包，并
开展同伴间的相互学习。

本报记者 王蔚

小男孩已不愿再回忆雪地裸跑
“鹰爸”携子在沪披露独特训练方式的缘起和理由，然而———

今年除夕清晨，一名跟随父母到美国
旅行的四岁幼童，在自称“鹰爸”的父亲逼
迫下，以在零下13℃的雪地里裸跑的方
式迎接农历新年。稍后，这段视频在网络
上迅速传开。近日，这名男孩与父亲一起
做客上海电视台《超级家长会》，接受观众
与专家对他们一家独特家教方式的评说。

不要对学生做无效惩罚
“当场批评———罚站———叫家

长”，这样的“惩罚三部曲”，或许大部
分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记忆深刻。
2月17日，美国教师协会代表团带

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关注，来到闸北
八中和中国同行交流。双方教师在讨
论中不约而同提出———教育学生，应
避免无效惩罚。

管乐队孩子的快乐秘诀如今，学乐器的孩
子越来越多，但是，对
很多孩子来说，这并不
是一份快乐的记忆。甚
至有孩子考 10级证
书的动力是“拿到证书
就不用再练琴了！”

2月16日，一场
名为“乐享十年”的音
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
行，主角是成立 12
年、屡次在国际大赛中
夺金的上海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管乐队。如何
让音乐和快乐相通，同
学们向记者透露了他
们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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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