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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长与校方配合问题，我在
女儿上高中期间也做过一些探索。

女儿贾蕾读高一期间，我经常
和她的班主任朱学会老师沟通。经
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朱老师成
了朋友。不难想象，重点高中的重
点班班主任会有多忙。我每次到学
校，朱老师再忙也会给我腾出点时
间。我们一起分析孩子的个性特
点，制订培优方案。很长一段时间，
朱老师安排贾蕾和尖子生、班长同
桌。朱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向贾蕾
提问，以激发她的求知欲，提高她的
表达能力。

朱老师教物理，为了提高贾蕾
的物理成绩，他要求贾蕾每周一、
三、五下午自习课找他提问题。朱
老师说：“如果你不带着问题来问
我，就等于没有完成学习任务。”这
一招很灵，这是提高孩子学习成绩
的有效措施。一个孩子不沉下心来
学习，怎么能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
呢？一个学期后，贾蕾的物理成绩
赶了上来。

对此，我给家长朋友提出如下
建议：

第一，善于激发老师的爱心。
一个优秀的家长，应该是开发

老师爱心的高手。如果家长善于理
解、尊重、感激、赞美老师，老师就能
产生神圣感，就能在课堂上创造爱
的氛围。有了这种氛围，教育便会
步入良性循环。

家长应该经常思考这样的问
题：如何把老师的爱心激发出来？
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自然会把爱
传递给孩子。一个天天被爱包围、
滋养的孩子，还愁他不懂道理、学习
不好？还愁他不给父母争光、不能
在社会上立足？

第二，不要跟老师找别扭。
有的家长对孩子极不负责，开

学一学期了还没去过学校，不知道
孩子的班主任姓甚名谁，家长会也
总缺席，更谈不上与老师交流了。
这类家长大多是教育的门外汉，他

们认为把孩子交到学校就万事大吉
了。孩子一旦出问题，他们不从自
身找原因，而是专挑老师的毛病，动
辄找老师理论，找领导告状，甚至到
学校大吵大闹。老师受到了伤害，
心理不平衡，带着情绪上课，后果可
想而知。我的观点是：只要不是原
则问题，家长都要理解、宽容、善待
老师。

第三，做一个懂教育的家长。
尊师重教，就要研究教育规

律。父母的家教水平上升到了一定
高度，讲出来的话有道理、有含金
量，老师才乐意同你交流，才会采纳
你的建议。如果只知道请老师吃
饭，给老师送礼，而不懂教育，讲的
都是外行话，老师对你不信服、不尊
重，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往往达不到
预期效果。

第四，协调好孩子和老师的
关系。

感情因素往往直接决定孩子的
学习成绩。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
个孩子喜欢某位老师，他就会努力学
习这位老师的课程，不管这门功课多
么难学。相反，一个孩子讨厌某位老
师，他对这位老师所教的课程就不会
感兴趣，成绩也会直线下降。有不少
孩子学习成绩差，与他和老师关系不
融洽有关。家长的任务是协调好孩
子和老师的关系，及时消除老师对孩
子的误解和偏见。

第五，对孩子要有坚定的信心。
面对出现问题的孩子，比如早

恋、网恋、打架斗殴、经常逃课等严
重违纪的孩子，老师往往对他们信
心不足。这就要求父母对孩子要
有坚定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传递
给老师。如果家长不断给老师增
强信心，老师在受到尊重、受到感
染的同时，也会改变对孩子的印
象，树立对孩子的信心。如果家长
对孩子信心不足，老师自然也会对
孩子失去信心。

第六，不受老师的消极态度
影响。

部分家长对老师随声附和，看
老师脸色说话。老师说孩子怎么不
好，家长就急忙点头称是；老师说对
孩子不抱希望，家长说让他混个毕
业证就行了；老师要把孩子调到最
后一排，家长说你看着办，只要他不
惹事就行。家长不明白，老师本来
对孩子就没有信心，得到家长默许
后，便从内心把孩子彻底放弃了。

父母对孩子的信心有小动摇，都
会带来老师信心的大动摇。孩子最
在意老师的态度，老师对他信心有多
大，他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称职的
父母，任何时候都要对孩子充满信
心，不被老师的消极观点左右，并善
于以积极的心态影响老师。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在巷口对面的映秀宾馆，时任
汶川县物价局局长陈季康对他所处
的建筑物采取了谨慎信任的态度。

他和两名同伴于5月12日14
时20分到达宾馆，正在房间里谈事
情，他感觉房子明显地摇晃了一
下。他的第一直觉是发生地震了，
但他觉得无所谓，10秒后，房子带着
刺耳的声音强烈地震动起来，那声
音“很像撕裂粗布衣服的声音”。他
没有下楼，而是和同伴跑到卫生间

里躲避。他把卫生间的门打开，随
时准备跑出去。这时，他觉得“像乘
电梯一样，轰的一声往下沉，但比电
梯下降得慢一些”，下坠停止后，他
喊了一声“跑”，第一个跑了出去。

他和同伴安全了。如果第一时
间冲向楼梯，可能在楼梯口被压
住。那个让他们感觉像乘电梯一样
的下沉，正是二楼在垮塌。这个垮
塌还让宾馆里的其他旅客产生了错
觉，他们从三楼下了一层就到了一
楼，这把他们弄糊涂了，以为跑错了
地方，有人竟跑了回去。

令人惊奇的是，陈季康此前已
和这样的命运抗争过3次，他全部
获胜。

他离开汶川时已经是5月12日
13时40分，按照平常的行车速度，
地震时他应该在映秀镇北边的银杏
乡，那一段在地震时连路基都毁坏
殆尽，但他的司机把车开得“像飞机
一样”，14时 10分就到了映秀镇。
他来映秀是找镇委副书记的，副书
记邀请他先去办公室，而他希望先
住下再说，但他再也没看到这位副
书记，因为镇政府大楼的人几乎全
军覆没。在映秀宾馆，前台服务生
没有理会他住二楼的要求，而将他
安排到了三楼。

陈季康对自己的总结其实适合

大多数身处映秀的人：“纯粹是靠运
气，生与死在于你所处的位置，而不
在于你跑得快慢。”

在映秀镇，如果一个人了解一
些关于地震的知识——无论是直接
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存活的机会都
会明显增多。

在镇卫生院新宿舍楼对面的电
厂11号楼，铁器店的何寿章靠自己
掌握的地震知识活了下来。

店里中午顾客少，他去隔壁11
号楼的新起点理发店修面。何寿章
没上几年学，所以，他的地震知识来
自在都江堰认识的一名采购员。这
个采购员1976年8月27日到唐山，
几个小时后遭遇了唐山大地震。他
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当时的遭遇，这
让何寿章牢记了30多年。

躺在椅子上的何寿章被晃动得
差点儿翻下来，他喊了一声：“地震
了！”正在刮脸的邓师傅将信将疑地
走向门口。何寿章觉得他“慢慢腾
腾”，一掌把邓师傅推了出去，自己
也跑到街道上，但也立刻被摇倒
了。他试图抓住身旁面包车的反光
镜稳住身体，但抓了两下反光镜就
掉了。7层高的11号楼开始哗哗地
垮塌，砖头乱飞。一块砖打在油毡
顶棚上，弹下来砸到何寿章的头上，
他流了一些血。11号楼底层有十几

间店铺，只有几个人跑了出来。
阿坝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常晓青

从11号楼的背面楼道逃了出来，他
身边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紧贴着一
辆汽车，与何寿章一样，不知不觉把
后视镜扳掉了。他说：“四周的建筑
物大部分已倒塌，还有民房起了火，
浓烟滚滚，空气中有焦臭的味道。”
这个像战场一样的画面，正是映秀
镇悲惨一刻的真实写照。消防救援
队员后来形容，11号楼的情况简直
跟爆破了一样。

在几十秒的时间内，映秀镇已
经毁了，所有身处映秀镇的人都被
抛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境地。家
不复存在，亲友不知所终，身边全
是陌生人；手机失灵，与外界的联
系被彻底切断；熟悉的建筑物消失
了，连方向都难以辨认；钱包里还
有一些现钞，但毫无用处，谁也不
知道下一顿饭和晚上睡觉的床在
哪里。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地震，但是多大的地震？别
的地方也发生地震了吗？后面还会有
这样的震动吗？救援的人何时出现？
谁来救助他们？还有多少人活着？疑
问多多，但没人能告诉他们答案。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
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