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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给成绩优异的学生补上一堂“情商课”
学习好不等于一切都好，大同中学不失时机对学生佐以心理辅导———

! ! ! !

四成资优生不堪期望
工作室负责人、大同中学高三年级组长刘萍告诉

记者，市教科院对本市 !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 "#$

名资优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资优生存在
团队意识差、参与公益活动不热情、缺乏责任心和心理
承受能力弱等问题。相当多的资优生内心孤傲又脆弱，
甚至焦虑不安。有 %&'()的资优生认为，“由于社会与
家长对我的期望太高，我经常为自己有可能达不到期
望而郁闷。”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还不如一般同学。
“资优生的心理问题因其成绩的突出有可能被淡

化，所以更容易积累而不易发现，也更容易爆发。”刘
萍说，学校希望班主任之间的案例分享和研究，寻找
帮助资优生全面均衡发展的钥匙。

对症下药不空洞说教
刘萍担任了三年的创新班班主任，集合的都是在

自主招生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她感受最深的是，
这群孩子能力强、悟性高，但“道德成熟度”不够。他们
一点就通，但是对空洞的大道理说“不”。如何取得有
效沟通？老师们总结出行之有效的规律———

增加实践体验 大同中学志愿者服务传统由来已
久，“一班一居委”活动成为学生双休日和节假日的保
留节目。但是，刚接手班级不久，刘萍就发现，相比其他
班级，自己所带的班级反馈率较低。有同学直接问老
师，花时间陪孤老聊天、到居委会“打杂”，我会有收获
吗？刘萍在班级建立了每月反馈制度，并请一些已经参
与服务的同学，将所感所想写入周记进行交流。渐渐
地，同学们在真实接触了社会后被感动，在看到了别人
如何对抗命运后读懂了面对困境乐观的生活态度。

避免当众训斥 爱迟到的“老油条”令老师们头
疼，“晚上复习晚了”是最常见的理由。刘萍发现，当面
的指责似乎起不到效果，说多了，还会引起学生反感。
她决定换种方式，将处理权交给学生，“你们觉得老师
如何处理你能够接受？对迟到的同学，怎样的惩罚方
式比较合适？”同学们七嘴八舌，一致决定，在教室前
方挂一张出勤记录表，迟到大王必须“做俯卧撑”“跑
圈”“为老师打扫办公室”。“不要给他人留下‘不靠谱’
的印象，缺乏诚信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时，老师
再进行总结，全班都若有所思。刘萍觉得，尊重学生，
他们会给予你更多的尊重。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手写的班级日志架起最佳沟通桥梁

西延安中学探索家长老师学生共同参与的学习生活分享方式———

! ! ! ! !缺课十天收集满满祝福，“小迷糊”也变成管理大王。
日前，西延安中学的区级重点课题《初中“班级日志”管理优
化与功能拓展的实践研究》结题展示。校长张伟民说，和普
通的班级日志不同，实验研究型的班级日志不仅要求值日
小班长记录班级里发生的事情，每位班主任和学生家长也
必须参与到写作中，和孩子分享成长的点滴心得。张校长特
别介绍：“电脑、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占据了人太多时间，让
人无法静心思考，而合作手写而成的班级日志让时间慢下
来，搭起孩子、家长和老师间的沟通之桥。”

培养了学生各项能力
记者翻开一本班级日志看到，它包括了“孩子的话”、

“好人好事”、“家长的话”、“老师的话”和“名人名语”。一位
家长说，当值勤小班长，记录当天发生的事，培养了孩子的
责任感。小袁是个小小迷糊虫，一天的班长值勤工作往往
让他顾此失彼。于是，班主任黄奕在班级日志后面附上了
工作表格，列出各项值勤班长需要完成的“任务”。小袁照
着表格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马大哈”事件越来越少了。

班级日志也让学生们的关系更融洽。在这个学期的运
动会上，初二（*）班的乔丹负伤骨折，在家休养了 &+多天。重
回学校，他恰巧轮到了当值日班长写班级日志。当他把班级
日志带回家的时候，他和父母都感动了：乔丹不在学校的十
多天里，同学、班主任甚至每位任课老师都写上了祝福的
话，“乔丹加油！”“乔丹快回来！”乔丹妈妈说，这对儿子而言
是成长中非常宝贵的体验，等他长大后遇到挫折和困难，就
会从这个事件里得到很大的正能量。

照出了家教诸多问题
“男孩写日志喜欢就事论事，女孩写日志笔触细腻。”

初一（!）班的吕加童妈妈童骏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西延
安中学就读，平时和孩子们的交流大多集中在生活和教育
上，但每次翻看班级日志就会意外地对自己的孩子多认识
一点。她说，一开始以为班级日志只是形式，但是无论是学
生和家长都越写越认真。“孩子是诚实的，会在班级日志上
记下许多生活的碎片，有好事也有坏事。平时如果是在家
里，你总是问‘今天在学校干什么’，他们会嫌烦。但只要看
看班级日志，就会一目了然。而且，家长间的沟通也变得更多了，有些家长会
在‘家长寄语’板块回复，讨论教育心得。”

童骏说，班级日志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成年人的教育问题，让她得到
了不少启发。“比如，只要看看家长们写的评语就发现，成年人总是不由自主
地爱说教，把所有的事情都拔高。其实，孩子并没有那么乐意听，他们更希望
家长能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说教者。”

本报记者 马丹

给成绩优异的学生
补上一堂“情商课”

学习好不等于一切都好，大同
中学推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手

写
班
级
日
志
成
最
佳
沟
通
桥
梁

西
延
安
中
学
探
索
家
长
师
生
共
同
参
与
的
分
享
方
式
︱
︱︱

因生活琐事纷争对室友下黑手，
因不满小事而拔刀相向，因暂时挫折
而结束生命……今年以来，不断有围
绕“优等生”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

这些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众人眼
中的“好”孩子，究竟怎么了？记者从大
同中学了解到，针对这些学生的群体
特点，该校开设“资优生创新素养培育
中的德育探索与实践”班主任工作室，
请班主任们共同研究，如何给资优生，
补上情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