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原本现在的中小学生心理抗压能
力就弱，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生中的留守儿童，遇
到问题不知怎样解决，缺少家长的陪伴和引导，
更是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我在多年的班主任
工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同时也发现了许多亮
点，总结了一些方法来解决学生心理问题，让他
们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让学生在灵魂深处得到释
放。希望在当下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与大家分享和
共勉。

一、让爱走进学生的心里
许多学生走进学校，由于缺少自信，大部分

不乐观，有问题不愿意与别人分享，故要想了解
学生动态，必须让爱走进学生心里。

1、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关系好一
些的学生自由组合，成立学习小组和生活小组，
委派小组长，让小组长实时掌握学生动态，发现
不当苗头及时报告班主任。

2、班主任要经常利用空余时间走进教室、
寝室等学生生活区域，多和学生交流，给予学生
关爱，便于发现问题。

3、组织班会，对当前热点问题进行诱导，
让学生敞开心扉，放开束缚，大胆与同学和老师
交流，让学生觉得你就是他们的依靠，爱你胜过
你爱他。

4、可采取写信、写日记和传纸条的方法与

学生交流心得，也是走进学生心里的重要方法。
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获得他们心扉的同时也收获
学生满满的爱，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二、给予留守学生更多的爱
留守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许多学生由爷爷

奶奶带，爸妈忙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远行谋生。
留守学生一直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难点，抓
住了他们的心理就收获了半壁江山。

1、 建 立 留 守 学 生 档 案 。 各 个 家 庭 情 况 各
异，建立学生个人档案可以帮助班主任形成思想
动态模块，对特殊家庭的留守学生进行重点关
注，对学生的问题及处理情况进行记载，便于以
后有针对性的处理他们的心理问题，不棘手，为
以后工作打下基础。

2、成立帮扶小组，帮扶小组可以与分组相
重合，班主任重点监控。

3、为留守学生的生活需求给予适当帮扶，
能力不足时可寻求他人或社会团体力量介入。让
学生觉得你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你爱他，他便
加倍爱你。有了爱，生命的呵护就更有力度，师
生交流更多了，效果自然会增加很多亮点。

三、加强平时教育，树立标杆
遇到问题，采用合适的处理方法也是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但我觉得平时对学生良好的教育更

加重要，“润物无声”更是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不教育，学生没有标杆，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动
力，遇事听之任之，无所谓。这样教育的效果会
逊色许多。

1、抓住放学十分钟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心理
疏导，突出重点，一日一事，一事一教，简单明
了，让学生每天明白一个小道理。

2、 谈 话 是 学 生 教 育 的 主 阵 地 ， 对 违 反 纪
律、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时谈话，挖掘原因，
交流心得，让他们明白哪儿错了，哪儿有问题，
便于查漏补缺，自我约束。他们想明白后会更爱
你！

3、总结学生个人得失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让学生从一段时间来的问题入手，改正错误，老
师适时总结、纠正，让他觉得改正错误后会更加
心安理得，心情愉悦，同时加深彼此的了解，增
进师生情谊。

4、对于问题学生，发展他们的爱好也是一
种良好的教育方法。我的学生前铭是一个不爱学
习的孩子，但他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我叫上几
个班干部，顺便也邀请他参加打篮球，一场篮球
打下来，他变开朗了许多。久而久之，他成了学
校的篮球主力，也爱上了学习，逐步转变成了一
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5、抓住学校各种比赛的契机，对学生进行
集体荣誉感的教育。学生在竞赛活动中活力四

射，是教育的好契机，适当鼓舞学生斗志的同
时，加入一些集体荣誉感的教育，让学生更努
力。例如：学校举办元旦汇演，我故意安排问题
少年国明管理道具，参加表演，他接受任务的积
极程度不是一般的高，而且特别卖力。他学习上
的压抑从中得到了释放，对我更加信赖，让我走
进了他的心里。我顺势因材施教，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教育效果。

四、协调好任课老师与问题学生的误会
问题学生的产生一般是有原因的，要么是家

庭原因，要么是学校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任课老
师的疏忽造成的。作为班主任老师，要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协调好家长和学校、任课老师与问题
学生的关系，从中分析原因，让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

总之，你给予了学生爱，回报的将是更多的
爱。你的爱会为学生撑起一叶小舟，让他们的生
命焕发生机，茁壮成长。

（作者系慈利县岩泊渡镇中心完小教师）

用爱撑起生命的小舟
宋政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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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奥卡姆剃刀定律又称“奥康的剃
刀”，它是由 14 世纪英格兰的逻辑学
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
出。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
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正如他
在 《箴言书注》 2 卷 15 题说“切勿浪费
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
可以做好的事情”。

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
实体” ，对当时无休无止的关于“共
相 ”、“ 本 质 ” 之 类 的 争 吵 感 到 厌 倦 ，
于是著书立说，宣传只承认确实存在
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
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

“ 剃 除 ”。 他 所 主 张 的 “ 思 维 经 济 原
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
实体”。因为他叫威廉，来自奥卡姆，
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句话称为“奥
卡姆剃刀”。这把剃刀出鞘后，剃秃了
几百年间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和基督
神学，使科学、哲学从宗教中彻底分
离出来，引发了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最终使宗教
世俗化，形成宗教哲学，完成世界性
政教分离，让无神论更为现实。这把
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也被认为
是 异 端 邪 说 ， 威 廉 本 人 也 受 到 伤 害 。
然 而 这 并 未 损 害 这 把 刀 的 锋 利 ， 相
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
越 了 本 来 狭 窄 的 领 域 而 具 有 广 泛 的 、
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对于后世的影响
一直到现代社会。这种思想给予成功
者以及社会精英们事业亦或人生命运
的改变弥足珍贵，除了政治治国、军
事 强 军 、 商 业 管 理 之 外 ， 在 西 方 的
近、现代教育思想与理念层面也使其
更具进步性。一方面是对宏观教育体
制的影响，西方传统名校基本不会设
置那些可有可无的，对社会进步无甚
价值的专业；从微观角度上说，每一
个教育者——包括学校老师、包括孩
子的成长监护人都会懂得选择什么样
的时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行这
种极具进步性的成长思想给孩子。当
然，至少大人们自己应该谙熟其思想
精髓，并接受，实践之。否则，很难
想象你会有什么样的把握去说服你的
孩子接受，更遑论如何让孩子愿意去
实践了。

而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这
把 “ 奥 卡 姆 剃 刀 剃 刀 ” 的 意 义 就 在
于，一个致力于治学的人，是否会有
意识、有勇气、有毅力，去剔除那些
与 成 长 无 益 、 与 学 业 无 关 的 劳 什 子 ，
在于是否有意识去剃净杂念、提纯时
间 、 在 于 是 否 有 一 份 自 制 力 、 自 控
力、自我提高的勤勉之力，而把主要
的精力放到值得的、有意义的事情上
去。

比 如 剔 除 网 瘾 ， 比 如 剔 除 物 欲 ，
比如剔除攀比之心、嫉妒之心、依赖
之心、拖沓之心，剔除骄娇二气，剩
下 的 便 是 励 精 图 治 ； 剔 除 好 高 骛 远 ，
剩 下 的 便 是 脚 踏 实 地 ； 剔 除 惰 性 意
识，剩下的便是闻鸡起舞⋯⋯

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勇气拿起这把
剃刀，是否有勇气剃向亟待完善的自
己，是否有勇气提纯思想，藉以修正
自己的行为方式，并使之成为一种惯
性之力。

当然，这个奥卡姆剃刀定律对于
每个年轻的父母来说，对于他们如何
驾驭家庭教育的方向与方式，同样具
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现象篇之六

奥卡姆剃刀定律
李炳华

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座大坝，这
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大坝。它坐落在
澧水河的上游，既能发电，也能阻止
洪水。

春天的傍晚，我去大坝散步。
从远处看，大坝像一座瀑布，横

跨 在 河 面 上 ， 悬 挂 在 黝 黑 的 天 空 里 。
细长的灯管像蓝色荧光棒，把河水照
映成了淡蓝色。从近处看，瀑布从上
直下的流，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帘，这
让我想起了 《西游记》 里的花果山水
帘洞。看着眼前的水帘，我特别想知
道 那 里 面 有 没 有 孙 悟 空 。 瀑 布 掉 下
来，砸到了水面上，从而形成一个又
一 个 巨 大 的 浪 花 ， 就 像 沸 腾 的 开 水 。
河水在咆哮，它拍打着河岸，拍打着
大 坝 的 柱 子 ， 发 出 振 耳 欲 聋 的 声 音 ，
像狮子在嚎叫，像战马在嘶鸣，像狂
风 在 怒 吼 。 而 灯 光 呢 ？ 一 直 在 变 化 ，
有时候像一条一条移动的蛇，有时候
像 跳 舞 的 美 女 ， 忽 明 忽 暗 ， 隐 隐 约
约。此刻，大坝更加雄伟壮观了。

远 处 的 路 灯 由 荧 光 球 组 成 的 长
龙，从大坝这头蜿蜒地伸向远处，与
黑色的夜幕相接。夜幕下的大坝真美
啊！

我站在大坝上，有登高望远，一
览众山小的感觉。脚下浪滔滚滚，天
地之间，我就像一朵浪花，如此的渺
小。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南校三年
级五班学生 指导老师：符秋凤）

夜幕下的大坝
刘松政

人 们 总 惊 叹 那 一 幅 幅 绝 世 之 画 ，
却不关注组成它的线条与色彩；人们
总敬佩那些遥远的英雄，却忘记身边
的平凡亦夺目亦灿烂。

他，只是一个农民，总守着他的
薄田。

好一部分乡下人都在外打工，说
种 地 只 是 个 副 业 ， 哪 能 挣 得 几 个 钱 ？
但 他 对 田 地 格 外 上 心 ， 死 咬 着 不 放 。
他的儿女已经成家，却很少有时间回
来，只是每个月寄来几百块钱。这些
足矣，儿女们希望他晚年能好好地坐
下享福，他却不肯。他常说：“我是老
了，可我干得动！”儿女们劝不好，那
就随他干吧。

一到种稻的时候，他便早晚泡在
田 里 。 他 弓 着 腰 ， 走 一 步 ， 插 两 根
苗。插完秧后，他喜欢赤脚走在田埂
上 ， 走 得 很 慢 ， 目 光 总 是 离 不 开 那
田，眼里总闪着希望，仿佛那不是绿
的，而是金色，上面结满了沉甸甸的
稻子。他的面部柔和，嘴咧开着，露
出一口泛黄的、不整齐的牙。他皮肤
黝 黑 ， 又 透 着 红 ， 在 阳 光 下 亮 亮 的 ，
额头也亮亮的，眼眶却已有千百条皱
纹 。 他 笑 得 越 深 ， 那 皱 纹 也 便 越 长 。
黄昏以后，他便提着他的鞋，走回家。

我们小孩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的。他会买很多糖果分给我们吃，最
重要的是，他还会拉二胡。他拉二胡
之前会将手洗净，两只粗糙裂开的手
指，在二胡上灵活地跳动，令我们敬
佩不已。我们喜欢听他拉二胡，明快
的 曲 子 像 春 天 的 小 鸟 鸣 叫 得 那 样 婉
转 。 我 们 还 喜 欢 看 他 拉 二 胡 的 模 样 ，
闭 着 眼 ， 泯 着 嘴 ， 随 着 音 乐 的 节 奏 ，
头 一 点 一 点 的 ， 脚 在 地 上 一 打 一 打
的，样子有点可笑。他喜欢看我们写
作业，一个个汉字，在他看来，像是
一只只有魔力的符号，让他看得眼神
迷离。而他拿起我们的课本，认真看
着 ， 其 实 他 也 不 懂 什 么 ， 但 他 的 模
样，让我们真以为他看得懂，对文字
有着无比的敬畏。

每逢丰收，他便高兴了，脸上闪
着快活的神色。秋收时要快，不然被
雨水淋坏，被鸟儿啄去，于是，他常
请收割机帮忙。

他是个农民，他的快乐，便是稻
谷。后来，他病了，很重很重。他无
法守着他的田了，他只能拉二胡。拉
的曲子却变了味，经常拉瞎子阿炳的

《二 泉 映 月》。 他 眼 里 的 亮 再 也 没 有
了，剩下的，只有浑浊的泪水。

再后来，他死了，一个人，很安
静。

他只是平凡人中的一个，但勤劳
一生。暮年，仍然不辍劳作，虽然只
做了很小的事——种稻，拉二胡，但
他浸润在生命里的那些悲欢，却深刻
铭记在我的心中，不为时间扫拂。

（作 者 系 永 定 区 官 坪 中 学 九 年 级
168 班学生 指导老师：杨冬胜）

悲欢二胡
陈慧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尚礼的国家，
在历史上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从“曾子避席”到“程门立雪”，再
到京剧大师梅兰芳礼待国画大师齐白
石，一个个“礼”的故事，人们耳熟
能 详 。“ 礼 ” 可 谓 贯 穿 整 个 中 国 历
史，并且成为一种品德，深深烙印在
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指 导 下 ， 古 老 的

“礼”又焕发了新的生机，今天，我
们称之为“文明”。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作为新时
代青年，除了要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
质外，还要兼顾道德水平的建设，而

“文明”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论语有言：“不学礼，无以立。”

“文明”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之一。试
想，和一个文明有礼的人谈起话来，
他 （她） 谈吐文雅，举止有礼，自然

觉得如沐春风，好感倍增。而跟一个
不讲文明的人谈话，他 （她） 在你讲
话时四处张望，抓耳挠腮，或不时骚
扰其他人，偶尔还爆发出神经质般的
大笑，正常人都会觉得此人是轻浮之
徒，不自觉地产生厌恶之感。即使此
人确实有些本事，也会被人贴上“德
不 配 位 ”“ 满 瓶 不 动 半 瓶 摇 ” 的 标
签。因此，“文明”可谓是一个人对
外的名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人
对你的态度。

“文明”也是一个社会的润滑剂
以及稳定器。《易·乾》 言：“见龙在
田，天下文明。”说的就是只要每个
人都讲文明、礼貌待人，整个社会就
可以变得和和气气，充满正能量。周
代以“礼”治国，在其前期西周，因
为人民崇尚文明，知“礼”，所以社
会和谐稳定。量变引发质变，文明可
以感染。社会之中一个又一个文明个

体的相加可以使整个社会都表现出和
睦、文明的一面。而同样，不文明也
能引发连锁反应，令整个社会充满戾
气，让个体间互相伤害。到了东周，

“礼治”崩坏，故而社会动荡，并且
愈演愈烈，进入春秋战国，诸侯争
霸，烽烟四起，民不聊生。青年作为
社会之中富有活力的群体，未来的接
班人，则更要加强“文明”意识，以
史为鉴，力求让清风正气传遍社会中
的每一个角落。

文明更能体现大国风范。我国自
古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从汉代丝路
的开辟，到盛唐万邦来朝，到郑和七
下西洋，再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
出，我国在外交上无不体现着“文
明”，体现着大国风范。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境
外有关中国人没有素质的报道却多了
起来，甚至有部分景区用中文白纸黑

字 地 写 道 ：“ 禁 止 中 国 人 入 内 ” 。
“中国人没素质”在部分外国人眼中
可能已经成为刻板印象，给我国的大
国形象打了几分折扣。为打破这种偏
见，就需要我们青年从现在开始，努
力提升“文明”建设，为“未来”扳
回一局，给受损的形象打上补丁。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
的未来。”而一个个文明的青年则必
定是未来所需要的。伙伴们，加油，
用青春之火点燃文明之炬！

（作者系张家界一中 1701 班学生
指导老师：陈西云）

用青春之火点燃文明之炬
张智誉

梅 生 长 于 寒
冬 ， 立 于 白 雪 之

中，从不低头。
每到冬季，一束束鲜

红便会显得鹤立鸡群，以高
傲 姿 态 俯 视 一 切 因 冬 雪 而 臣

服的草木，不随大流而眠，不
逐 大 势 而 伏 ， 似 是 勇 者 睥 睨 懦

夫，傲慢而又理所应当。当银白
降世之时，梅便会顶着风雪，无
畏严寒独立于世间。她既无媚态，
也无娇枝，却令无数人铭记。她的
艳红，几乎是漫长冬天除了白色外
唯一的颜色。

她的花朵多，花瓣却只有两
三片，显现出了她也并非是伟丈
夫，却是不愿低头罢了。她那粗

糙的枝干也说明了她的艰难与
不 易 。 在 “ 芳 草 栖 身 藏 被

下 ， 家 家 户 户 封 檐 门 ” 的
时 节 ， 草 木 萎 顿 ， 百 花

不发，只有梅站了出
来 。 她 用 她 那 看

似弱小的身

躯挺身以一己
之力挡下白雪，托
起 乾 坤 ， 不 求 他 人 赞
其美，只顾香气不迟时。
她付出了许多，却在春来百
花 再 绽 时 功 成 身 退 。 待 尘 埃
落定后，人们不再赞美她，甚
至忘了她，她却仍在冬来时为他
人输一缕清香，为冬天添一份色
彩。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逆行的医
护人员，就是像梅一样的人，他们
平 日 无 奇 ， 危 时 舍 身 ， 一 力 抗 艰
难，一心为天下。疫情过后，人们
或会忘他，或会念他，他却从无
苦言，一心向前。

（作者系武陵源区军地小学
85 班学生 指导老师：王村）

曾记，迁客骚人犹话江城绝句，
曾记，武昌城头惊人一声枪响，
曾记，大江两岸繁华万家灯火，
曾记，朗朗书声纷然樱花落陌。

庚子疫灾肆九州，
金鼠肺炎燎华夏。

你，在绝境之中挣扎，
你，在烛火之上扑朔。

阴暗揉皱了年华，
泪水染湿了眼瞳。

你，请命于危难之间，
你，奋战于千钧之际。

白衣堪作千金甲，
目镜如似万盾牌。

先天下忧后天下乐，
誓言使命筑起生的希望！

与百姓齐心，
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抗争，
与信仰同在！

兵临城下，四面楚歌，
势如破竹，背水一战！

拼他个舍生忘死！
拼他个无怨无悔！

世云，金戈铁马赢得生前身后名。
我说，悬壶问世了却人民天下事。

医，仁心仁术救死扶伤，
生，妙手回春欣欣向荣！

是敬畏生命的虔诚，
是济世于怀的慈悲。

太阳正好，温和舒朗，
迎春花开，生机盎然。

（作者系张家界国光实验学校 245 班
学生 ）

逆行的你
朱怡玮

校园风铃

校园诗廊

梅
戴嘉桉

寒窗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