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也没想到，新学期开学一个多月，教育圈里频频上热搜的关键词竟是“体育”。近日，青岛一所初中安排体育老师当班主任，遭家长质疑，教育部则公开力

挺，并在相关通知中明确“将体育科目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并逐步提高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

那么，体育老师到底能不能当好班主任？

早在去年11月，本报就曾报道过一位刚当班主任的体育老师的故事，她面对家长们的疑虑，搞定了班里特殊学生。当时，#体育老师能不能

当班主任#这一话题，也随之冲上微博热搜前十，引起全网讨论。

一年过去了，这位体育老师班主任工作做得怎么样？昨天，钱报记者再次见到了她——杭州风帆中学806班班主任苏芷嫣。

去年#体育老师能不能当班主任#冲上热搜，一年后记者回访

教体育的苏老师带的班，文化课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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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
她成了“风一样的女子”

每次下课铃响，苏老师就会提前准备

好，从教学楼 1 楼的体育组办公室出门，半

分钟后，苏老师就小跑着出现在4楼806班

教室门口。

她笑着说：“不跑不行啊，处理班级事

务必须讲时效性，下课只有 10 分钟，同学

们还需要 2 分钟做课前准备，如果我要和

某个同学沟通，只能靠抓紧爬楼梯，挤出 5

分钟。”

在学生眼中，苏老师大概率是全校班

主任中在课余时间与他们照面最频繁的。

但其实，苏老师一天的教学工作基本

都是满的，她解释说：“体育课作业有一点

好处，作业检查落于体育课的教学过程中，

不占据课余时间，老师少了作业批改的环

节，课后空余时间还算比较多，所以我能有

更多时间去处理班级事务。”

苏老师爬楼梯，除了见学生，有时是为

了去见其他学科的老师——去年这个时

候，苏老师刚参加工作，也是第一次做班主

任，会天天追着班里几位文化课老师跑，了

解全班的学习进度、考试成绩和提分方

法。一年多过去，她的这个习惯依旧没改

变，上午第一节课之前，她会雷打不动跑到

4 楼办公室，向各科老师了解近况。现在，

任课老师每次考试后，已经会第一时间主

动跟她反馈。

别样教育经
激将法内容是跑圈

一年多下来，苏老师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教育

方式。“班里学生的脾气，我现在都摸透了，他们最喜

欢听故事，用比较放松的方式跟他们交流，明显更能

听进去。”

比如，和学生们讲粮食节约时，苏老师会结合自

己的故事，讲讲自己暑假到西部去旅游，发现即使是

五星级标准的酒店，饭菜也只有馒头配粥。“这说明

地区间存在贫困差距，你们随手倒掉的饭菜，可能是

其他人一天的食物。这之后引出粮食问题，学生们

就记得很牢。”

当了一年多班主任，苏老师也在不断改进自己

的教育方式。去年刚带班时，她把规矩做在前面，立

下了班规和一系列量化评分标准。但到了这学期，

苏老师决定，取消量化评分，也不再实行硬性班规。

苏老师解释说，初一刚入学时，她班里的小家伙

们还和小学生差不多，哪怕上课老师站在教室，也经

常吵闹。但现在，班规成了约定俗成的默契，而且进

入初二，同学们进入青春期，更在乎面子了，量化评

分的表格显得过于冷冰冰。出于对同学们的信任，

她决定取消这些硬性规定，改为奖励机制。

翻开她的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每个

学生的薄弱环节，还会按不同学科进行区分，比如数

学计算错误、语文阅读薄弱、书写不规范、知识点记

背不清等。笔记内容，有些是来自学生自己的反思，

有些是任课老师的反馈，还有她自己的观察。苏老

师把这些信息记下来，找每个同学谈话时约定，如果

下次考试能克服其中的小问题，就实现一个心愿。

比如体育课上的一次免跑权，比如一起打一场球等。

有一次和同学谈话，苏老师为了激励学生，使出

激将法——“如果你能做到，我就绕操场跑5圈！”被

班主任一激，这名学生后来考试真的达成目标，苏老

师也二话不说，立马下楼跑圈去了。这样的办法，还

真的只有教体育的班主任才能做到。现在，苏老师带

的806考试总分基本稳定在年级前三。

去年家访中，有家长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表达

过担忧，但苏老师认真负责的表现，让家长们心服口

服。现在和家长沟通，她主要会聊孩子的学习状态，

“家长配合也很好，不再有质疑担忧的声音，除了我

向他们反馈近况，家长也经常跟我沟通孩子在家的

学习情况，这一年下来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体育被正视
但偏见的改变还需要时间

“体育老师做班主任，其实真的挺合适，我觉得

以后会是大势所趋。除了相对文化课老师空余时间

多一些，体育老师这个身份，也让学生和班主任少了

距离感。”苏老师说，她班上学生就很愿意和她交流。

“学生如果成绩不好，或者某门课比较薄弱，就

不太敢和这个学科老师沟通，怕老师拿成绩或排名

说事。”苏老师分析说，“我和他们聊天，首先关心学

生本身，先聊近况，问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不会一

上来就问‘怎么退步了’‘为什么不专心’。”

“一个老师有没有资格当班主任，与他所任教的

学科没有必然联系。”苏老师说，就比如她是体育老

师，但去年刚接班的时候，806班运动会排名差不多

倒数，“我会调侃说，你们一点也不像体育老师教出

来的。我们班学生也打趣说，‘老师我们班有你就够

了呀，你强我们弱，这是一个互补。’”

被逗乐的同时，苏老师也觉得学生们的回答有

些道理，“我觉得，‘班主任效应’可能的确有影响，但

不代表某个学科老师带班，这个学科就一定好。每

个班学生的能力特点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班主任

的工作重心还是在于班级管理，主要看老师对学生

上不上心。”

虽然已经收获班级家长的认可，但苏老师不得

不承认，对于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偏见，还是存在。

“大家常说‘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说者无意，听者

有心，这是反映了一种现象。”

关注到教育部关于体育教育的新闻，她的第一

反应是很高兴，“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学科，但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我们体育老师做出

成绩，也需要家长慢慢‘消化’，一起破除刻板印象。”

苏芷嫣苏芷嫣

苏芷嫣带的806班学生苏芷嫣带的806班学生

苏老师这一年多的班主任经历和成果，至少破

除了我们对班主任的两个刻板印象：一是体育老师

当不好班主任；二是班主任教哪门课，这个班哪门课

学得好。教体育的苏老师，她带的班文化课稳居年

级前三，运动会上的表现倒是一度年级垫底，新学期

才进步到年级前四。教育部这次力挺体育老师当班

主任，我在她的身上，找到了最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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