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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观点

以案说法

图片来自网络

案例：王迪(化名)系王家和（化名）与李芳
（化名）所育之女，王家和与李芳早年离婚，双方
协议王迪由王家和抚养，涉案房屋归王家和所
有。据了解，王家和曾承诺王迪可随他共同生活
在涉案房屋内。

此后，王家和与张杨（化名）再婚。后涉案房
屋产权进行了变更，增加了张杨为房屋共有权
人，占50%的份额。之后，张杨将王迪赶出家门，
不让她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为维护自身权益，王
迪依据王家和与李芳签订的离婚协议及王家和
单方书写的承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对涉案
房屋享有居住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家和与前妻李芳之间
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王迪由王家和抚养，涉
案房屋归王家和所有，但王家和与李芳在协议
中分割房屋时没有为王迪设立相应权利。尽管
王家和曾单方承诺王迪可在涉案房屋中居住，
但该承诺应视作王家和作为王迪监护人应履行
的监护义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

据此，法院认为，王迪目前已是成年人，
其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的诉求无
权利基础，其主张既不具有民法典施行前的
相关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民法典中关于居住
权的规定，故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王迪
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对居住权，我国民法典施行以前
未有法律规定，新施行的民法典对此进行了规
定，明确设立居住权不仅需要居住权人与所有
权人订立书面合同，就当事人姓名、住宅位置、
居住条件和要求、居住期限等事宜进行约定，而
且还需要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登记，居住权自
登记时设立。此外，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以遗
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居住权章节的
相关规定。

成年女儿被赶出门
主张居住权无基础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特约记者 龚琴娟

历时2个月，步行“走”访全班49个学生家
庭，涉及义乌江东、福田、廿三里等街道，最远
到达东阳市白云街道麻车小区。8 月 28 日，廿
三里初中 713 班班主任陈丹的“暑假作业”终
于“走”完了。

6月底，听到学校布置家访任务，陈丹心里
有点犹豫。家访的意义老师们都知道，只是在信
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沟
通，还有家访的必要吗？

“同学们！学校要求老师进行家访。你们爸
妈都很忙，估计白天不会在家。晚上走访的话，
老师没有方向感。要不我打个电话可以吗？”6
月28日休业式那天，陈丹征求学生的意见。“家
访！家访！家访！”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还热烈
地鼓起了掌。“你们是真心的吗？那我可是会挨
家挨户走完的哟！”既然学生要“将”自己这么一

“军”，陈丹便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立下了“军令
状”。说干就干。当天下午，陈丹就走访了学校附
近的3户学生家庭。

班里外来建设者子女较多，考虑到有些学
生暑期要回老家，陈丹提前了解这些学生的暑
期安排，采取优先家访或等学生回义乌后家访
的方式，确保家访到每一户。

6月29日，按学生帮忙规划出的走访路线
图，陈丹冒着大雨完成了对金麟花园11名学生
的家访。出发前，陈丹根据11名学生的个人情
况，拟定了家访时的交流内容：小何要坚持多跳
绳有助于长个子，同时要努力提升个人学习素
养；小赵要加强理科学习，帮妈妈带好弟弟妹
妹；小祝要加强英语基础巩固……从暑期学习
计划到个人身材管理、私密问题约定，陈丹拉着
学生的手，或搂着学生的肩膀，唠唠叨叨地说了
很多平时没说过的话。

两个月的家访，陈丹坚持步行完成。“平时
忙于工作，缺少锻炼，这样就可以健身、家访两
不误。”唯一破例的一次是去东阳的家访。

7月14日晚，陈丹决定去离学校最远的东
阳市白云街道麻车小区家访。那天傍晚6点，陈
丹从廿三里出发，步行50多分钟，7点左右找到
小区。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陈丹指导学生进行
暑假规划，又与家长就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了一
次深谈。家访结束已经8点，担心夜间独自步行
不安全，陈丹被先生开车接回了家。

这次历时 2 个月的家访，陈丹深深体会
到，每走一家，多多少少总解决了一些问题，有
些学生的疑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有些学生与
父母的关系得以缓和，有时了解到了学生问题
的根源。

丁爸爸偷偷录了段小视频，说：“陈老师家
访后，孩子懂事了，一早就在晨读……”

辛妈妈私发微信：“老师，孩子每天跳绳
1000下。你说的身材管理，孩子听进去了。”

“只有真切地走到学生家庭中，静下心来和
学生、家长面对面，才能看到真实的学生个体。
家访有效拉近了老师与学生、家长的距离，这是
电话与微信访问代替不了的。”陈丹对家访有了
新的认识。

历时2个月
“走”访全班49名学生

一名老师的
“暑假作业”

“我们必须认识到，教师也会
有各种情绪，也需要关怀。”义乌市
城市有爱公益慈善志愿者协会副
秘书长、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贾春
梅对记者说，教师是所有学生心理
环境中的“重要他人”，教师的言行
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成长产生影响。如果一个老师
不能很好地理解学生的心理和行
为，无法及时处理好学生的问题，
轻则影响师生关系、教学质量，重
则可能伤害到学生的心灵，甚至延
续其一生。所以，我们经常说，教师
的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保
证。一个优秀的教师，除了要具备
丰富的专业知识、精熟的教学技巧
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健全的人

格与健康的心理状态。
当面对学生的挑战、学校的

竞争、社会的压力时，有些老师为
了维护自己在学生、家长、领导眼
中的完美形象，会刻意隐藏自己
真实的感受，这样反而会让自己
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贾春梅建
议，老师们完全可以大方承认“自
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工作
中的困难和挫折问题，有焦虑、烦
躁、生气等不良情绪产生都是正
常的。关键的重点当它们产生时，
我们要学会有意识的“停顿”一
下，可以离开现场或做一组深呼
吸，静下来以后再找寻恰当的解
决方法。从而避免不良情绪的无
限漫延，以及避免产生一些不理

智或过激的行为。
一般人在工作时间久了以后，

渐渐地都会对它失去最初的新鲜
感，热情也慢慢消退下来。如果我们
仅仅把教师这个职业当作一份工
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在遇
到工作中的不如意时，心中难免就
会对它产生深深地疲倦感，不自觉
地就会去计较个人的得与失，心理
上的失衡感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如
果我们能够把工作视为事业，怀着
一颗事业心投入到日常的教学工作
中，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始终怀有
一颗好奇的心，去探索发现那些真
善美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会对教师
工作多了一份热情，多了一份敬重，
也会多了一份幸福感。

教师的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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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新学期启幕，为人师者又开始忙碌起来。正值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很多人会对老师说“您辛
苦了”，而在平时我们却很容易忽略，老师们也有疲倦的时候。

在很多人眼中，教师总是正能量满满，为学生排忧解难，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再加上收入稳定，
一年有很多假期，令很多人羡慕。“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职业具有特殊性——运用
自己的知识、智慧和个人魅力，帮助一个个充满生命力又独具个性的孩子健康成长，肩负着社会发展
和民族复兴之责，因此，会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期待与压力。

打开社交媒体，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老师偷偷吐槽心里的压力，也可能会看到一个与外界印象不
一样的教师群体——

“我担心学生发生紧急情况，手机从来不敢离身，晚上经常做噩梦，一点细微响动都能惊醒，全家
都被折腾得不得安宁。”

“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太大了，我很担心学生的未来，想帮助他们，又不知从何下手，觉得自己很没
用。”

“工作压力太大，没有精力照顾家和孩子，情绪控制也挺成问题。”
……
应试教育体制下面临的巨大升学压力、提升教学手段与方法的焦虑、岗位奉献与照顾家庭不能兼

顾的纠结、来自同行同学的竞争性压力……记者采访发现，教师群体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承受着巨大
的心理压力，帮助教师平衡心态，不仅关系着教师群体的工作、生活状态，更直接关系到教师们以什么
样的心态教书育人。

小孙（化名）是一名刚入职不
久的高中英语老师。刚踏上三尺
讲台，这位年轻女教师有满腔的
热情，但更多的是焦虑和忐忑，满
腔热忱想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奉献
给学生，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棘手
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令她焦躁
不安。

开学的前一个晚上，她在深

夜 12 点叫了一份烧烤外卖，和朋
友边吃烧烤边聊天，直到天亮。聊
的都是关于学生的事情，想着就
要面对开学，面对学生，尤其是面
对那些让她头疼的学生，还要面
对家长，就很焦虑。

小孙说，学生不听话，总和她
顶嘴，让她很没有面子，没有树立
起当老师应有的权威。还经常有

学生带着挑衅的意味问她：“老师，
你是刚毕业新来的吧？”因为这事
儿，她没少受委屈，常常躲在房间
里哭。

“我脾气好没跟他们发过火，平
等交流，结果他们却以为我好欺负，
不把我当老师看。”小孙与好友哭
诉，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严格教育学
生，感觉自己的学生气还没褪去。

新手老师遇见叛逆学生

巧丽（化名）从教多年，体验过
教学成绩、专业发展、校园社交、福
利待遇、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压
力。工作中，她经常感觉分身乏术，
教学之外，还有其他工作要处理，任
务多又费时间，有时一项工作没完
成下一项又来了。“我不愿意浪费时
间在这些事上，但又没办法避免，整
个人都很烦躁。”

刚刚担任班主任时，巧丽带了
一个全校闻名的“后进班”，经常被
焦虑和挫败的情绪困扰，时间长
了，便有了些轻度抑郁症状，回到
家也习惯板着一张脸，惹得丈夫和
女儿都不敢大声说话。“我自己被
负面情绪撕扯，还影响了女儿，那
段时间她忍受着我的冷脸和坏脾
气，和我说话都小心翼翼。”巧丽至

今对女儿愧疚不已。
这些负面情绪也波及学生与

教学，消减了她的职业热情。彼时，
巧丽对工作产生了浓浓的疲惫与
厌倦感，总在无意中将自己的坏情
绪“宣泄”在学生身上。只要学生出
现问题，她的第一反应便是学生犯
错、惹事了。

一次，一名学生作业没带，向
她解释说忘在了外婆家，她下意识
地认为学生在撒谎，严厉批评了
他，被误解的学生很气愤，和她吵
了起来。还有一次，学生们气不过
被学校界定为“差生”“坏孩子”，故
意去其他班级捣乱，巧丽知道后没
细问缘由，一味责怪学生，反遭学
生抗议不维护班级……负面情绪
驱使下，巧丽处理学生问题“简单

粗暴”，几次下来，学生的对抗情绪日
益高涨，导致她在工作中的负面情绪
越来越严重，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
互相对抗闭环。

初中数学教师刘洋（化名）也为
负面情绪所扰。他在师范大学读书
时，一度将教师视为毕生事业，入职
便担任班主任，对学生的期待很高，
可学生的在校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
严格要求学生，并与家长、学校领导
沟通无果后，他陷入了疲惫和自我怀
疑中，想着一辈子只能在普通中学教
书，一辈子教基础差，习惯也不好的
学生，想着每天大量的精力花在维持
纪律，花在转化后进生，花在大量非
教学事务上面，心里就有恐慌感，焦
虑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感受
不到教书育人的乐趣。

老师也有脆弱的时候

巧巧（化名）虽然已经当了两年
幼师，但从来没有带过小班，这学期
园长让她带小班，对她而言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巧巧所在的幼儿园，为了减少
小班入园压力，采用的是分批入园
的方式，也就是部分小朋友提前入
园，到开学全部入园。小朋友没有到
齐，巧巧的心态已经开始“崩”了。

“刚上班第一天，小朋友被送
到幼儿园，每个小朋友反应也是
不一样的，一部分小朋友那是哭
天喊地，能哭好几个小时才安抚
下来，有部分小朋友开始对幼儿
园比较好奇，不哭反而很开心，但
过了两天开始不愿意来幼儿园。”
巧巧说，自己和搭班老师都是这

手抱一个，那手还拉一个，这个好
一点放在小椅子上坐下来，又去
安抚另一个。

巧巧说，中午的时候更是崩溃，
由于还是小班的小朋友，很多孩子
还不会自己吃饭，一些小朋友吃饭
的时候还在哭，有的吃着吃着还尿
裤子，有的饭撒得到处都是，有的勺
子掉在了地上，总之乱作一团。到了
中午小朋友午休时间，本来老师能
稍微休息一会，小班的小朋友却哭
闹找妈妈、要回家，根本不愿意睡
觉，巧巧联合保育阿姨，一个人看三
四个，拍完这个拍那个，拍着拍着感
觉自己都困得不行，感觉太累了，但
是还要坚持。

小朋友第一次来上幼儿园，家

长也很是紧张，来接宝贝时总是想问
问小朋友在园的情况，“今天妈妈走了
宝宝有没有哭？”“宝宝在幼儿园吃饭
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巧巧坦
言，刚开始一两天自己刚能叫出那些
小朋友的名字，和家长也对不上号，有
的时候都不知道家长问的是哪个小朋
友，而且一天忙得焦头烂额，有时候也
记不太清楚这些情况。

下班后，巧巧拖着疲倦的身体回
家，一回家就想躺在床上，动都不想
动，但是还时常要接到家长的电话，有
的是家长询问宝贝在幼儿园的情况，
有的是因为孩子的一点碰伤来质问老
师。“我现在好怕电话铃声响起来。”身
心俱疲的巧巧开始迷茫，“当幼师，究
竟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

脑力活，还是体力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