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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流浪的心找到方向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周敏芬 

大都市的开发和开放，让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居住和生活，随之

而来的是他们的孩子，即随迁子女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教育视野。每个班级里面

的外来随迁子女的数量在增加，他们其中不乏优秀之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因

其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这里讲诉的学生小楚，就是其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我接通电话，电话的那头传来一位母亲焦虑的声音：“老

师，我们家小楚这几天都正常到校读书了吗？”我抬眼望去，看了一眼正趴在课

桌上昏昏欲睡的小楚，“是啊，他这几天都是正常到校的，可是看起来精神状态

不太好，上课就要睡觉。”“老师，不瞒您说，小楚已经三天没有回家睡觉了。”

听得出来，小楚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 

放学了，我把小楚请到我的办公室。当小楚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时，我又闻

到了他衣服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怪味，可想而知，小楚又有好多天没有洗澡和换洗

衣服了。在我的耐心追问下，小楚道出了实情。原来这几天小楚不是去网吧玩，

就是跟以前初中的同学出去玩，玩得晚了，就在同学家凑合着睡几个小时，第二

天直接来学校。我问小楚：“你几天不回家睡觉，有没有跟父母打个电话说一声？” 

他表情怪异地看着我说：“我从来不这样做的，没有这个习惯。”我很诧异他

的回答，接着说：“你知道吗？你妈妈有多担心你？老师今天接到你妈妈的电话，

我听出了她的焦虑和担心。你妈妈做生意很辛苦很不容易，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照

顾你，但是她经常会给老师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她真的很关心你。”小楚不说

话了，他低下了头，突然我看到豆大的泪珠从小楚的眼眶滴落。我的心随之颤动

了，这是一颗多么脆弱的心，这样一位十六岁的大男孩，是什么让他这么轻易的

落泪？作为老师的我，又该为这颗脆弱的心做些什么？为这个从江苏农村到上海

来打拼的家庭做些什么呢？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关于小楚的点点滴滴，全部都涌入我的脑海。 

小楚老家江苏，从小父母就出来做生意，把他交给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小学

在老家读书，是寄宿制。六年级的时候父母把他接到上海，进入某初级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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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地教育的差异，所学内容大多数都无法适应。 

小楚的父母在城隍庙开了两家小店，母亲是家里生意的主事人，也是孩子的

主要教育方；由于父亲在外面有外遇，因此父母婚姻状况比较紧张；小楚在家排

行老四，在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可想而知家庭对男孩的重视。母亲对小楚的要

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从小不在身边照顾，跟孩子的隔阂早已存在，就算现在

带在身边，也由于忙于生意，经常无暇顾及孩子的管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收效

甚微。 

刚入校时，小楚由于运动天赋较好，被选入了校田径队，但是田径队的训练

时间都是早上 7点，行为散漫的小楚经常迟到、旷课，对于田径队的训练更是无

法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多久就退出了田径队。 

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小楚总是表现出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老师的批评和

指正，但容易反复，好景不长，毛病又犯……，而母亲对于小楚也总是表现出无

可奈何、“怒其不争”的态度。 

…… 

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中，看着坐在我前面默默落泪的小楚，我深深的意识

到这个孩子之所以行为散漫、缺乏责任心、做事不能持之以恒、夜不归宿，与他

的家庭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曾经作为“留守儿童”的他，从小就缺少父母的关爱，

而如今虽然跟随在了父母的身边，但学习上的不适应、家庭情感的缺失已经在他

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下定决心，要为这颗“流浪在外”的心找到“家”的方向。 

点亮优点，重获信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小楚个性比较外向；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对

班级活动有热情，但是似乎又缺少点勇气。于是我有意让小楚多多加入到班级的

各项集体活动中来。一年级广播操“舞动青春”要比赛了，每个班级选出二十四

名学生组成参赛队。虽然小楚动作总是不太协调，但是我还是决定让他加入到比

赛的队伍中来，在训练过程中，小楚一度想退出训练，他说：“老师，我觉得我

做得不好，会拖班级后腿的，要不还是换别人吧。”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

再试两天，如果你觉得还是不行，到时候再换人。好吗？”小楚同意了。接下来

的时间里，我一直特别留心小楚的训练动作，并找做得最好的同学指导他，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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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进步，我就立刻当众表扬他、肯定他，我看到了他脸上的一丝笑意。就这样，

直到班级杀进决赛，他也没有再跟我提“换人”的想法。 

校运会来了，本身就有一定运动天赋的小楚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小心翼

翼的跟我说：“周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比赛，可以吗？”“当然可以。”我欣喜的

回答。“可是我已经没有在田径队训练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取得好的成绩。”他

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没有关系，班级很多同学都不是田径队的，他们也报名参

赛了，你也一样可以。欢迎你的加入。”小楚毅然地点了点头。班级在校运会比

赛中的最后结果并不理想，但是在班级的小型总结会上，我仍然对所有参赛的同

学的表现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说：“虽然这次运动会上，我们班级没有取得很

优异的成绩，但是我们收获了积极进取、收获了团结互助。每一位参赛的同学，

都用努力和汗水在拼搏。特别是在男子 4*100 的接力赛中，小楚差点摔倒，但是

他调整之后还是拼尽全力坚持到了终点。像他这样的体育精神，是不是应该得到

我们大家的掌声呢？”掌声响起，同学们的目光都落在小楚的身上。小楚低下了

头，脸上露出害羞的笑容。 

一声呵护，带来的是心灵上的温暖；一句喝斥，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失落。我

们不能因为孩子的缺点而忽视了孩子的优点，放大孩子的优点是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的秘诀。通过班级和学校活动，我希望小楚明白，老师是很关注他的一言一行

的，对他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这样不仅可以让他觉得自己被肯定，更让他感受

到老师对他的关爱。 

浇灌信任，收获责任 

班级要推选电教管理员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爱好

电脑的小楚，我看到了他跃跃欲试的神情。之后几天的课间，他积极往返于班级

和我的办公室之间，拿放遥控器、开关教室电脑和投影仪，忙得不亦乐乎。可好

景不长，没过多久，他那不能持之以恒的毛病又出来了，不是忘了开投影，开电

脑，就是忘了关电脑、关电源。班级同学提意见了，任课老师也流露出不满。可

是我想，如果此时我换人，那之前所做的努力不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了吗？于是我

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任务：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提醒他，并且仍然表现出对他的信任。

这样过了近半个学期。小楚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坚持，渐渐的，我发现他不再需

要我的提醒了，现在的他，班级电教管理已经成为了他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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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是一种具体的爱和信任。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曾说：“当孩子感到被爱、

被信任，奇迹不久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如果对孩子放权，孩子就会对你的信任

表示感激，并全力以赴为自己的决定而努力，为你的信任负责。孩子的责任感就

会在信任中被唤醒。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我发现小楚渐渐地喜欢呆在班级，喜欢这个集体，迟到

早退的现象少了，他爱上了班集体这个“大家庭”，对班级有了归属感。 

转换角度，发掘快乐 

小楚的妈妈，可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肩负着家庭的生意，为家庭

的生计而奔波劳累着；养大了四个孩子，并承担着孩子的教育任务。小楚的妈妈

也是一位“不幸”的妈妈，丈夫的不忠让她苦闷，孩子的不省心让她心烦，因此

在与老师交流是，她总是喋喋不休的诉说。在这种状态下，老师要想寻求来自家

庭的正面合力是很难的。所以我尝试着换个方式去与小楚的妈妈沟通。一方面，

我开始通过短信和电话告诉她小楚的优点。“小楚最近每天都很早到校，他进步

了。”“今天语文老师表扬小楚了，说他最近几次上课没有趴着睡觉，还积极回答

老师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在电话中鼓励小楚的妈妈，告诉她，小楚外

向、热情的个性一定是受了妈妈的熏陶，让她保持一颗乐观的心，和我一起共同

来帮助小楚进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电话那头的小楚妈妈，不再是一个只会唠

叨抱怨的母亲了，说起孩子，语气中也不再只是无奈和责备。 

于是我趁热打铁跟小楚妈妈进一步交流。一个下午，我约见了小楚妈妈，告

诉她小楚脆弱的内心世界，告诉她小楚缺的不是物质需求，精神上的关爱才最重

要的。小楚妈妈频频点头。在那之后，小楚妈妈和小楚间的亲子关系更融洽了，

母子之间的沟通有了起色。 

多方资源，合力教育 

小楚的爸爸虽然背叛了家庭，但是从和小楚妈妈的交谈中得知，他还是每天

愿意回到自己家。从中可以看出，小楚爸爸还是对这个家庭有留恋的。假期，我

专门与小楚爸爸取得了联系，把小楚的情况跟爸爸做了一个沟通，希望爸爸能够

在儿子的教育上也能够出一份力，因为父亲和儿子之间有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共同

话题。同时希望爸爸能够帮助小楚培养起积极的兴趣爱好，我告诉他，小楚很喜

欢电脑，那就让他在电脑的软件运用、硬件维护上有所发展和学习，让他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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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仅有益，而且将来也有用。假期过后，小楚告诉我，爸爸介绍他帮助一个

朋友开网店，还有工资拿，他觉得很开心。之后我跟小楚爸爸一直保持着联系，

及时跟他交流小楚的情况，小楚爸爸也表现得比较积极。 

此外，因为小楚平时也喜欢去大姐家玩，所有我也专门找到大姐，让她从旁

给小楚一些帮助和提点，多给小楚一些正能量。 

小楚爱回家了，不再喜欢流连在网吧，上课时他也基本不再趴着睡觉了，责

任心增强了。小楚跟我说：“老师，我现在每节课都尝试着去认真听课，听懂课。

但是老师，我的英语基础实在太差了，所以英语课上我可能做不到这些。”我说：

“没有关系，我们一步步来，我们找同学一起来帮你。”现在的小楚，更懂得体

谅父母了，跟父母的沟通也多了。亲子之间也慢慢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 

齐豫的一曲《橄榄树》曾经唱出了多少流浪者的心声，在城市化建设的今天，

像小楚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很多，他们跟随父母来到新的城市“漂泊”，父母的无

暇顾及、周围环境的陌生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位教师用耐心和智

慧去帮助他们。“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没有真正的落后，也不存在绝对的优秀，

一切都是可逆转的，只有我们用灵魂去感悟，用心去思考，用爱心去努力，就一

定可以找到“神奇的魔杖”，让每一颗流浪的、迷失的心找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