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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上温州健儿潘展

乐、徐嘉余、郑思维问鼎世界冠

军。他们的母校——温州体育运

动学校，更成了“世界冠军的摇

篮”。记者特意专访了温州游泳首

枚金牌获得者、“世界冠军”潘展乐

的小学班主任叶晓妮，听听“冠军

成长”的故事。

叶晓妮说，之前潘展乐等回访

母校，还给她献了一束花，让她很

高兴，也很自豪。现在上课，叶晓

妮常以潘展乐为例子，勉励学生要

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为国家、为家

乡争光。

叶晓妮担任潘展乐小学二年

级至六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

师。一说起潘展乐，她印象深刻，

“自信且认真。”叶晓妮不假思索地

说。体校学生因年龄小、训练压力

大等原因，文化课基础往往比较薄

弱，无法平衡学习与训练。但潘展

乐却不一样，他上课时总是很认真，

坐姿端正，挺胸抬头，学习成绩也一

直在班级上游。小小年纪就要承

受巨大的训练压力，潘展乐也有过

瓶颈时期，甚至有怀疑过自己的时

候，但是他总能在叶晓妮等体校老

师和教练的支持下，突破自我，超越

自我。

“训读并重”是温州体育运动

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叶晓妮作

为有20多年教龄的体校老师，她要

求自己的学生要“进得来、留得住、

走得远”，既要刻苦训练，提高运动

本领，也要发奋读书，打好学习基

础。

不少学生因为训练过于刻苦，

文化课上会精力匮乏，注意力不集

中。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进入学

习状态，她总是将学生的训练科目

与文化课内容做联动，激发学生的

兴趣，让学生在熟知的训练项目上

获得兴奋点，从而加强记忆，吸收

知识。久而久之，她对游泳、体操

等训练项目如数家珍。“其实不少

体校老师自身并不擅长体育项目，

但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老师总

会主动去学习这些知识。”叶晓妮

说。不仅如此，叶晓妮还跟学生们

的教练保持密切联系，注意学生的

训练情况。其实“读”和“训”是相

辅相成的。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

平衡好“读”和“训”，既能事半功

倍，更能实现“双赢”。

训练压力大，让学生幼小的心

灵滋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作为

班主任，叶晓妮要解开他们的心

结，良性引导他们，让他们健康成

长。她以一位学生小X为例。小

X在她班里曾是个“刺头”，脾气古

怪，缺乏安全感，对任何人都不太

友好。不高兴的时候，他会推桌子

摔椅子，大喊大叫，让旁人不敢接

近。性格木讷的他还是个“闷葫

芦”，将所有事憋在心里，心理直接

影响生理，也让他的训练成绩停滞

不前。为帮助这个学生走出心里

的牢笼，叶晓妮花大量的时间与学

生沟通，即便得不到回应，她仍旧

耐心地关心小X。在得知他喜欢

阅读的时候，叶晓妮便借来了很多

小X喜欢的书，通过阅读这个共同

话题，开启小X尘封的心门。慢慢

地双方建立了信任，小X也愿意和

老师分享他的问题和情绪。经过

一段时间的良性引导，小X的妈妈

表示：“这孩子现在脾气好多了，愿

意与别人交流，在初中也交到了好

几个朋友。”

叶晓妮说，想成为“世界冠

军”，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里面有

选手本身的汗水，也有家长父母的

付出，更有老师、教练的心血等

等。而学习文化知识，是成为“世

界冠军”所必需的综合素质之一，

也是将来学生走向社会、自力更生

的关键能力之一。体校毕业的学

生中不仅仅有世界冠军，也有律

师、教师、教练等等。她希望自己

的学生能够在她的指导下，成为社

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温都记者 陈伟

叶晓妮：“世界第 ”的班主任

吴银生：一场 向奔赴的学习

吴银生的时间是用“课”来计

算的，约采访的时候，他说“今天早

上两节课，下午还有备课组会议，

一节班会课，明天也是……能有空

的时间是在哪个课间”，他和同学

约时间说“在两节课的课间找我”，

他给学生的答疑时间是“课间、午

休和晚自习前一小时”，同样，他飞

奔回家的时间也是“孩子们晚自习

开始后，我就没课了”。

身负温八高谷超豪创新班班

主任的名头，历年打拼下温八高

“最强班级”的美誉，吴银生深知

“王冠”来之不易，欲戴王冠，必承

其重。

2006年，吴银生初出茅庐，从

浙师大毕业的他来到当时的温五

十八中，任教班级是“专科班”，目

标是“努力考上专科线”。“孩子们

的基础普遍不好，对学习的热忱也

不高，但是除非他明确地告诉我不

读书了，否则我不会放弃他们。”吴

银生为自己定下的原则就是“不罚

孩子，守住课堂”，遇到在课堂上睡

觉的孩子，他会把孩子摇醒，每天

如此，从不惩罚，日复一日，孩子们

终于发现这位班主任的用心和毅

力。吴银生带的第一届专科生，考

出了学考全过的佳绩。老师和孩

子总是互相成就的，孩子们在吴银

生这里收获了学习的自信，吴银生

则在全身心任教的第一年中，收获

了教学A等的荣誉，同时坚定了自

己“带好差生”的原则。

2013年，吴银生开始任温八

高首届创新班班主任。三年一届，

他一直走在刷新温八高历史的路

上，2013年全班14个学生上重点

线，2016年 21个，2019年 30个，

2022年 40个，至于今年的目标，

吴银生坚持着自己的初心：“班中

还有10来个孩子基础弱了一些，

重心依然会放在这10来个孩子身

上，要让他们追上来，全班一起上

重点，一个都不能少。”

带动学生的技巧，吴银生有两

个：一是鼓励提问题，二是写周记。

身为一名数学老师，吴银生深

感课堂40分钟的不够，他从高一

开始就注重培养学生提问题的习

惯。高一开始的第一个月，他把学

生分成几个小组，强制要求各小组

分批次来提问题，其余同学自由提

问，“学生不爱提问题，最大原因是

怕问的时候受到老师的呵斥：‘这

么简单的问题你也不会。’所以在

高一这第一个月，我是不断鼓励爱

提问题的学生，不断夸奖他们。”一

个月之后，吴银生班级里的学生已

经把提问题当成家常便饭，吴银生

也让自己保证有大量时间给学生

们解决问题，“他们可以把问题写

在作业本的最上面，让我看到帮他

们解决；可以写条子给我，我有时

间就去堵他们解决问题，没时间就

回条子解决。”

身为班主任，吴银生同时非常

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他要求孩子

们写周记，有话则多，无话则少，他

对不愿写周记的同学说：“哪怕写

一句‘今天一切安好’，或者一个

‘无’字也可。”原因无非是想从周

记中看到孩子们的一些心理状况，

久而久之，周记成了孩子们的一个

树洞，考试的压力、父母的不理解

或者是失利的不甘都在周记中宣

泄，身为理科生的吴银生，面对孩

子的周记回复字斟句酌，小心开

解。他亦将家长们与他沟通交流

学生情绪的微信都置顶，提醒自己

这是当天必须去沟通解决的事项。

答疑、聊天开导，加上本身的

课时，难怪吴银生的时间表紧到不

行。其爱人一直是初三班主任，两

个孩子也正在幼升小和小升初的

节点，吴银生形容自己就像兔子一

样，学校的事情一完，马上像兔子

一样奔回家，而即使是休息的周

日，他也愿意像兔子一样奔到学校

看一眼孩子，“其实就是看一眼他

们，我才安心，而我知道他们看到

我在，也会安心。”

也许就是这样一场学生和老

师的双向奔赴，才锻造了温八高的

“最强班级”。

■温都记者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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