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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心”开始
心理健康是学校德育水平关键的一环，班主任作为班级学生的领路人，肩负着良师益友的重
任。利用其身份的特殊性，成为学生心中的导师，为他们的成长排忧解难。因此，心理健康
指导能力和带班能力同等重要，这也是当今教师的关键技能。
那班主任如何充分发挥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和作用，进而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
建设呢？

滁州市第六中学
创造生命拔节的“高峰体验”
□八（18）班班主任  杜启达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生的许多问题，比如厌学、精神不振等，都是由于学生没有看到自
己的力量与才能所造成的。学生学习的最大苦恼，是看不到自己的学习成果，得不到应有的
回报。”如何解决学生“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与才能”“看不到自己的学习成果”这类难题
呢？创造生命拔节的“高峰体验”，也许值得一试。
“我跳过去了，我跳过去了……”一个学生高举双臂激动地大声呼着喊着，像是向世界宣告
我成功了。这是我校举行运动会时，一个跳高运动员发出的欢呼声。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
的兴奋与欢愉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这种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
）。这种体验犹如站在高山之巅，这种愉悦虽然短暂，但令人印象深刻。
高峰体验有什么教育意义？首先，高峰体验能充分激起学生的自我认同感。高峰体验会让学
生本人有种自我发现的感觉，进而在活动中不断认同自我，充分激发潜能。其次，高峰体验
使学生更加自信。高峰体验是一种积极的内心体验，在这种体验激励下，学生对所参与的活
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自己的能力会表现出极强的自信。第三，高峰体验使学生更加乐
观，从学生们的笑容可以看出，高峰体验是令人十分振奋的。这种高峰体验会使学生的乐观
心态由校内延伸至校外，充盈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学生乐观地学习和生活成为一种常
态。
学校及教师们应在班级管理中、课堂教学中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学生体验课堂学习中的愉
悦，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更加自信阳光地成长。

杜启达和学生在一起

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都是为你好
□五（2）班班主任  张馨仍
“还不是为你好，不打好基础怎么考得上高中。”“每天让你多吃点，还不是都为你好。”
“要不是为了你好，我天天至于那么着急上火的吗？”……学生们火气冲天，满腔怨言，“
老师，我觉得家长就是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为什么不想想我们真的
需要这些吗？”
热烈的掌声雷鸣般响起，六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渴望得到答案。作为班主任，
这么多的问题该如何做答呢？其实问题的本质都指向了亲子关系。突然间我想到了心理学上
的空椅子技术。既然全班同学都达成了共鸣，我便决定情景再现表演。三组同学模拟，隔空
对话，其他同学先观看后再点评。
“我觉得妈妈虽然脾气不太好，但她怕孩子错过最佳生长时间长不高，所以想让孩子多吃
点，用心良苦。”“可是我认为幸福（化名）也不对，你想要什么，应该把真实的想法表达
出来，而不是不屑。”妈妈的扮演者说：“刚刚我忽然间感受到妈妈好像也挺累的。”“我
认为妈妈言而无信，明明规定的作业写完了，还是额外布置任务，没有顾及到小孩的感受，
孩子就是他的理想工具。”可幸福突然反驳道：“妈妈是想让我们多学点，考上理想的大
学，现在的生活都是父母给的，毕竟暂时的安逸不能代表以后还能这么安逸。”“我现在再
也不会用消极抵抗来对抗妈妈了，她只是希望我比她过得更好，她给予的可能跟我想要的不
一样，我应该跟她表达我的观点。”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这次掌声明显多了几分理解
与思考。
“我都是为你好”，是继承规划蓝图还是破茧重生？是弥补人生缺憾还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蓝
天？孩子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发展规律，呵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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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实验小学
用爱为孩子插上隐形的翅膀
□刘冬艳
班主任要有发现学生细微变化的独到眼光。作为班主任，对于学生们心中的波澜起伏，若能
做到“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善于倾听，引导有方”，用爱的钥匙打开心灵枷锁，问题将迎
刃而解。
我班一个平时活泼开朗的小涛（化名）近期上课总是心神不宁，下课也是沉默寡言。这一反
常现象，让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了事情。于是，我抽空约了小涛聊天了解情况。原来，他的爸
爸刚刚因急症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全家都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之中；妈妈生完弟弟还未
满月，他在家里不敢哭，怕妈妈更伤心……
了解情况后，我召开了一次“面对挫折，我们该怎么办？”的主题班会，许多同学分享了自
己战胜挫折的经历，让小涛明白大家在生活中都遇到过困难；同时，我和班里几位班干私下
开了一个会，让他们在班级里多帮助小涛，还要保守这个秘密；我还找了一些名人传记给他
看，经常和他一起交流谈心，让他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慢慢地，小涛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很大的潜力，当他遇到挫折时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信任和支持。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可以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去解题，但更
要用心、用情、用爱去感化、温暖他的内心，这样才能使学生心里充满阳光，健康成长。

阜南县朱寨镇中心学校
关注学生的情感与需求
□八（8）班班主任  柏陈鑫
留守学生由于长期的情感缺失等原因，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孤独感与失落
感、自卑感和自我否定、情感障碍和行为问题、社交障碍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
决，将不利于他们健全人格的培养。根据多年的班主任工作实践，笔者认为要做好农村留守
学生的心理健康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重视家访工作。由于留守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家长不在身边，与亲人的交流
比较少，所以班主任可以通过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生活经历和情感需求等，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
其次，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应该根据
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如情感管理、压力管理、人际交往
等，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指导。
再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除了充分利用好学校社团活动外，班主任还可以组织采
摘、旅游等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让学生们在快乐中感受到成长和进步，并增强其生
活技能和社交能力。
最后，要营造温馨的班级氛围。对于留守学生来说，班级是他们主要的社交场所，班主任需
要带领学生打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班级氛围，让大家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并积极参
与各种活动。

互相帮助 共同成长
□八（5）班班主任  武忠臣
那天下午，天空带着初春的几分寒冷飘着皖北平原的细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备课，班里的陈
同学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边，说：“老师班里有同学骂我！”我抬起头看了看她，头发有些
乱，衣服还有些脏，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脸色不太好看。我又进一步地询问具体情况，在她
错乱的表达中，感觉到班里有不只一个同学议论她，说她的不好。我找了十多个同学了解情
况，了解到陈同学特别敏感，平时从不和其他同学交流。由于刚接这个班不到两周，我对她
的了解也不多。
下午放学后，班干部告诉我陈同学没有去食堂吃饭，趴在桌子上哭泣，还说要转到其它班
去。我到了班里看到她头发比下午更乱了，脸色也非常不好。我一边安抚一边让其他女同学
扶着她去食堂找吃的。
后来我联系了她的家人，接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心理情况，结果是中度抑郁。
我思考分析，班里的同学都不和她一起玩，一起交流，她在班里肯定是没有朋友了。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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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情况，她母亲有精神上的疾病，和父亲在外地打工，常年靠药物维持，她和哥哥在老
家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她奶奶还是个聋哑人。她的异常情况很明显和家庭有关系，在班级里
也没有得到班级其他同学的关爱与帮助。
第二天我找了班里性格开朗的几位学生，把陈同学的情况告诉了她们，这些同学也一致表示
要帮助她。那天以后，课后大家带着陈同学一起玩，作业一起做，放学一起走。 为此，班
会课上我还请来了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上了一节“班级是我家，互相帮助建设一个温暖的
家”主题班会课。慢慢的，陈同学也日渐开朗起来了！

阜南县朱寨镇人民小学
用“心”浇灌每一朵花
□二（1）班班主任  刘  梅
我喜欢我所带的班级，它是我的花园，花园中的“花朵”美丽又独特、纯真又可爱。花朵们
在绽放的过程中需要阳光和雨露，更需要用心呵护，否则就会黯然失色，甚至枯萎……
班里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在他刚满四岁时就离婚了，妈妈永远地离开了家，父亲常年在
外打工，五岁的姐姐和年幼的他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刚入学时小男孩性格孤僻，对学
习不感兴趣，下课也从不和同学在一起玩。我知道他的内心是渴望爱与陪伴的。于是我让班
里性格活泼的学生下课找他玩，课余时间我也尽量不回办公室，在教室陪他聊天。有一次他
问我：“老师，我妈妈在外地会想我吗？”“当然想呀！”“她肯定不想我，都不给我打电
话。”我明白他内心的“结”，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心里明白，母亲不给孩子打电
话，一定有她的苦衷，但为了孩子，我决定去努力一下。我千方百计地和他母亲联系上，一
次又一次地和她沟通。有一天，小男孩刚到学校就跑到办公室激动地告诉我说，妈妈给他打
电话了。我的内心泛起一阵喜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母亲的电话让小男孩性情有了好转，但这份没有陪伴的母爱依然不够完整。我尽量用“师
爱”去弥补这份缺失的母爱。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去他家进行家访，其实就想陪伴孩子。还通
过班级活动让他感受温暖，做活动时我会安排性格开朗的同学和男孩结成对子。活动结束我
都会去拥抱他，看到我对他张开双臂，怯生生向我跑来，我微笑着把他揽入怀中。这份“爱
的拥抱”如阳光瞬间照亮了他心灵的某个角落。
温馨的陪伴和关爱温暖了幼小的心灵，渐渐地他变得爱说爱笑了，成绩也大有进步。苏霍姆
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是一个懂得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人。”我会坚持自己的教育初
心，用心浇灌这些娇嫩的花朵，努力让我的花园里繁花似锦。

刘梅和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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