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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会背景
当代社会，生活压力较大，学生的升学压力也是有增无

减。正处于青春期的当代少年少女，心思较为敏感，接触到的
来自互联网的信息非常庞杂，自己本身却尚不具备良好的分辨能
力。于是，近些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学生自残”、“未
成年犯罪”等新闻，凡此种种，触目惊心。

2　班会目标
（1 ）通过活动，使学生真正明白生命的珍贵，从而珍爱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2 ）通过引导，使学生反思自己在生活
中“轻视生命”的行为。

3　班会准备
（1 ）教师准备：①学生采访记录单；②情景剧剧本；③

剪辑好的纪录片。（2）学生准备：①资料搜集组负责搜集与“珍爱
生命”相关的名言警句、文章故事等；②采访调查组负责与自己的
父母进行沟通，填写好采访记录单；③戏剧组负责情景剧的排练。

4　班会过程
环节一：第一站——生命图书馆
1.图书馆纪录片：为学生播放两段已剪辑好的纪录片，分别

是《生物起源》和《生门》，使学生能更加直观的感受到生命的神
奇、脆弱与来之不易。并在观看后，自由畅谈自己的感受。

教师小结：这两部纪录片，一部与“生命起源”这个大课题
相关，而另一部所展现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必要
途径”。这些，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或者说每一个人类生命的诞
生之路，充满了奇幻、曲折、坎坷。我们靠着大自然力量的推动，
靠着人类自身力量的坚持，才拥有在这多彩世间自由呼吸的机会。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经过剪辑，适合学生的两个优秀纪录
片，使学生切实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从而进一步引发学生对生命
价值的思考。

2.图书馆藏书柜：学生根据自己课前查阅的资料等，结合刚刚
看过的纪录片，同小组内其他同学分享自己对于一些与生命有关的名
言警句或者小故事的感悟。然后每个小组选派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

【设计意图】这一主题的文章学生们在初中阶段会接触很多，
但大部分学生都只是为了阅读而阅读，缺少用心感悟的环节和机会。
学生在纪录片的启发引导下，再次用心感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环节二：第二站：生命实验室
1.实验室演播厅：情景剧表演：一名“绝望”中学生的一天。
场景一：清晨在父母的争吵与骂声中吃早饭准备去上学的中

学生小米，本来有事情想和父母沟通，但完全没有机会，欲言又
止后落寞的走出家门。

场景二：课堂上拿到成绩单和试卷的小米，看到自己再次下
滑的成绩，听到老师表扬进步的同学，再看看试卷上不知为什么
满是红叉的题目，极度沮丧，拒绝了同学一起散步的邀请。

场景三：放学路上，小米被经常欺负自己的同学围堵，在
收取“保护费”未果后，对小米进行了恐吓和羞辱。小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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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教育和性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两大软肋，而如何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一直
以来都是班主任工作的一个重心。当代青少年面临着多种压力，由于无法正确认识和解决导致了诸如“中学生自残、自杀”、“中学
生犯罪”等问题的产生。而本文正是通过班会课这样的形式，以多种活动方式入手，使学生真正意识到生命的可贵，从而珍爱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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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悲伤中慢步踱向家中。
场景四：放学回家后，在父母的责骂声中把自己关进房间的

小米，打开手机，钻进“树洞”，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同时在
网络中所谓“引路人”的指引下，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记者组采访：班级小记者随机采访班级同学看到以上情景剧
的感受，得到学生对这些现象的普遍看法。

总结归纳：由四个小组分别对四个场景进行分析，归纳出令
小米产生“绝望感”的原因，同时探究得出，遇到这样的情况，应
该怎样去面对，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

【设计意图】通过情景剧的方式，直观展现了“一名中学生的
一天”，由学生自己总结出生活中常常会令他们产生“绝望感”，甚
至会轻生的原因，并自己寻求方法应对。在轻松开放的氛围里反
思自己的行为。

2.实验室咨询室：头脑风暴，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做出过轻视
自己生命和他人生命的举动，或者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念头。仔
细回忆，写下：a.事件始末；b.情绪变化；c.是否已解决问题；d.
如有，写出办法。写好后，学生可自愿与全班同学分享经历。在
他人的事件与自己的思考中，为自己也寻找到一个出口和答案。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行自我检视，精准定位到个人问
题，通过“给出提示，留足空间”的方式，让学生自己思考解决
问题的方案。

环节三：第三站：生命加油站
1.来自心灵的内驱动力——喊出我的名字：学生起立后大声

说出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梦想，自己已经创造或想
要创造的价值，体会自己这个生命体存在的意义。

2.来自外界的辅助力量——谢谢你的光芒：前期准备中，对
自己父母进行采访，与父母展开交流的学生在班级公开“采访记
录”。记录单范本如下。

（下转 8 3 页）

事件始末

情绪变化

问题是否已解决

如已解决，写出方法

如无，在观看情节剧和倾听他人分享后，
尝试为自己拟定一个解决办法

角色 价值

作为母亲/父亲

作为女儿/儿子

作为兄弟姊妹/朋友

作为工作单位的员工

作为自己



    8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生活中践行了感恩行动。
2.2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孩子从未出生开始就在接受着来自父母的影响，且在6岁入

学之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长
期远离父母，父母对其的影响是断续的，留守儿童大多是跟祖父
母一起生活，所以祖父母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的影响。作为长
期与留守儿童生活的祖父母，应尽量发现孩子的优点并满足他们
的愿望，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而每年仅有短暂的时间与孩子相
处的父母，但是短暂的时间内父母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影响还是
巨大的，所以父母应把握好短暂的时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
母学会感恩是给孩子最好的财富。

2.3创造实践活动的机会和环境
升入小学后，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学校的大集体中的，

这个时候教师同学、学校环境机遇等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所
以在学校中组织一些集体活动还是很必要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志愿活动，去敬老院举办歌舞表演，去大
街上帮助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无亲自体验工作的辛苦，学会珍惜
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结语
总而言之，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继续传承，

发扬光大。在2021 年推动脱贫攻坚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向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这样的特殊时期，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青少年的一个
的特殊群体，更应加大感恩教育，切实感受家乡的变化，学会
感恩，勤奋自勉，将来更好地建设社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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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以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一切教育，最终都是要推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

什么样的学习观才是合适的，视乎这种学习观能否对未来的人和
社会起积极和深远的推动作用。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衍生了新的教
育业态，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教育命题：学习是为了什么？未来
社会是整个工业生态环境或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各类组织模
式更加扁平、供应链更加透明、平台更加整合、产品更加智
能、运营更加简化、交付更加灵活，社会生产各过程更智能，
边界也更加模糊。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人要
成为高度复合型人才，这是学习目的其一。而人要满足的最高
层级的自我实现需要，不像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
需要、自尊需要那般可以通过外部给予，自我实现必须通过个
人内部认知的建构，并付诸实际行动才可获取。正确的学习观
指导下的学习行为可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进而推动人的发展，
这是学习目的其二。另外，短期的发展成效不应成为引导学习
观的目标。因为当短期成效实现之后，学习又该指向哪里？相

反，为了获得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此基础上树立正
确的学习观。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才能获得人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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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生命都有他存
在的必然价值！

【设计意图】通过对自己身份与价值的确认，对自己的生
命更加珍惜，通过倾听他人的呐喊，对其他生命个体产生同样
的认同感。通过对父母一辈人的采访，明确每个人在社会中都
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下，会创造出对
于自己，对于他人，对于整个社会都不一样的价值。

5　课后实践
5.1呵护豆蔻的萌芽
为学生们分发豆蔻种子和种植说明，由学生带回后在家人帮

助下进行种植。每周记录变化，发布在微博中，由班级微博进
行统一整理，大家一起呵护生命的绽放，感受“豆蔻初成”的
力量。

6　班主任寄语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它是大

自然要我们自己去雕刻的璞玉。今天的你们，青春年少，你们
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未来，又有

着无数种展开方式。但切记，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品行，只要珍
爱生命每一天都向阳而生，只要内心永远充满希望与爱，你们
的生命就一定会绽放出绝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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