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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我是这样走进学生的心灵的 
◆潘洁梅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第一中学  广东省清远市  511545） 

 
摘要：班主任的工作，是触动学生心灵的教育。班主任的爱是教育良知，

从四个渠道用爱架起班主任和学生的桥梁，达到爱生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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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教坛到现在，一晃眼十七年光景了，最近还刚与从教第

一届的班长通过电话，她早已为人母。脑海里闪过一张张似熟悉
又陌生的脸孔，一幕幕既甜蜜又辛酸的情景。育人为本，是一个
班主任的工作核心。在多年的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教育
好学生，必须真诚地爱学生，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达到心灵
的沟通，塑造学生的灵魂。 

一、尊重学生的心理 
学生的自尊心是强烈的，而且敏感、脆弱。班主任必须细致

深入地了解并尊重学生的天然禀赋及个性特点，在此基础上因材
施教，给他们一个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只有尊重学生的人格和
自尊心，平等地对每一个学生，高扬“以人为本”价值理想，才
能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有愉悦感、安全感、尊严感，学生的潜
能、智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只有这样，学生才喜欢你这位
教师，并愿意亲近你，乐意接受你的教育。每个学年开始的前一
天下午，我总会回到学校，那时，内宿的学生已经整理好了东西，
入住了学校的宿舍，我会趁着这个时间，和他们拉家常，聊天。
这群刚离家的孩子，前一刻还赖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此刻就要自
己独立地面对一切，而且陌生的学习环境，陌生的同伴都会让他
们产生畏惧感，这时，班主任能主动到宿舍去看望他们，与他们
聊天，为他们驱走寂寞、不安。他们会特别信赖这样关心学生，
爱学生的班主任，乐于接受他的教育。 

关心学生，就是胸中装着学生，心中想着学生，服务于学生。
关心学生体现在许多方面：当学生在心理上产生苦恼时，班主任
及时帮助解开疙瘩；当学生在身体上出现不适时，班主任及时帮
助寻医问药；当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班主任及时帮助“清
理路障”；当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不便时，班主任及时帮助排忧解
难。班主任争取做到：学生哪里需要班主任，哪里就有班主任的
身影。这就是说，对于学生的得与失、冷与暖、好与恶、喜与悲，
班主任不仅要记在心上，说在口上，而且要落实在行动上。事无
巨细，时无长短，只要是对学生的成长有利，班主任都应该主动
地去做。班主任做的一切都将深深地留在学生的记忆里，进而成
为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学生成长、进步。 

二、倾听学生的声音 
班主任能将对学生的爱，化作一股暖流灌注到学生的心田

去，学生肯定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和长辈，会对他敞开心门，倾
吐自己的快乐和烦恼。为人师者，我做到了为人师表，爱护和关
心学生，以自己的言行去感化学生，逐步在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
自己的威信，赢得学生的信赖和尊重。这样，当某个学生在学习
或生活中遇到难题或不顺心的事时，就会想找信赖的人——那就
是我，一吐为快，指点迷津。每个学生都有其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圈子，有喜、怒、哀、乐，因此，我是从学习和生活的每件实实
在在的小事上去理解、去关心，与学生真心实意地融通，这样，
学生才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班主任的意见。 

每天放学后，我不会急着离校，而是在学校与学生聊天，虽
然有时只是三言两语的交谈，却会让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什
么困难，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事，然后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
们，开导他们。看到他们再次展开了笑脸，我会觉得很值得，很
欣慰。2015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看见班上的温洁英
同学满脸忧愁地坐在课室里，我很奇怪，一向开朗、乐观的她，

遇到什么心烦事了？我走过去问她为什么不开心，她伤心地告诉
我，最近她爸妈老是为丁点的小事吵架，她很担心，却又帮不上
忙，整天想着父母的事，上课也精神恍惚。我耐心地听她倾诉完，
然后开解、劝导她，鼓励她在父母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第二天，
她笑着回来告诉我说，她跟父母说出了心中的担忧和想法，她父
母向她道歉，忽略了她的感受和对她的关心，而且承诺以后不会
动不动就为小事而大吵大闹。看见她重展笑脸，我也开心。我认
为，要做到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一直努力去做，只
有用真诚的心去听，才能倾听到学生心中最真的声音……   

三、保持与学生的零距离 
班主任与学生的生理年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而心理的距离

是可以努力缩短的，我们要多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及时掌握他
们的思想动态，适时做好引导工作，我们才有可能受到学生的拥
戴。作为班主任要走进每一个学生的心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有改变传统的观念，尊重学生的差异，鼓励个性发展，使他们
感受到学校的温暖，老师的真诚，才能与学生的心灵保持零距离。
“师道尊严”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师生间的沟通交流很
少，师生间存在很大的心理距离。而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在双
方的一定关系中进行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师生间的交流沟通
过程。作为当今教师，我们应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平时多
与学生接触。 

多年来，我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回到学校，总会在
第一时间到课室去走走，这时你很容易发现哪些同学来校早些，
哪些同学清洁尽责些，有时他们会笑着问你“老师，吃早餐没
有？”有时，我会和他们取闹一会儿，虽然只是一瞬间，却可以
让我更了解学生，又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所以多年来，我一直
保持着这个习惯。除此以外，课余时间，多与学生谈心，做学生
忠实的听众，倾听他们的烦恼，及时开导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
想法，引导学生，帮他们解除疑惑，解决困难。 

而对于那些内向的学生，我则采用写周记或书信的方法，平
时多鼓励他们向老师写倾吐心声的周记或书信，把所有想说不敢
说的用笔表达出来，我根据学生写的内容，及时找他们倾谈或给
他们回信，帮他们解决难题，解除困惑。2015——2016 学年，
我班上一个叫成海云的女孩特别的内向，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
子，我找她聊天，她也躲躲闪闪，不敢说真心话，我让她将心里
的烦恼，写进周记，一开始，她只是应付式地写一两句，每次，
我都在她的周记极力赞扬她的优点，激励她的自信。慢慢，她周
记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向我讲诉她的家庭、内心担忧，我及时地
帮她分析及开导，渐渐地，她脸上的笑容多了，也主动地与同学
交往了。 

总之，与学生多一些“零距离”接触，不仅能产生“亲其师，
信其道”的作用，还有利于学生改善情绪状态，完善人格，促进
身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四、感化学生的灵魂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真的教育是心心相映的活
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爱就是责任。爱
学生要深入地爱，爱学生要理智地爱。就是要严格要求学生，对
学生不娇惯、不溺爱。对其缺点错误，不纵容、不姑息、不放任。
爱学生不是机械性的教学；爱学生，不只是生病时的嘘寒问暖；
爱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学生的品格、灵魂，对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这是班主任工作的重心和核心，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价值
观，在平时，我注重对他们进行远大的理想教育，让他们做个有
理想有梦想的人；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让他们懂得“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在一点一滴的工作中，教育学生做个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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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心的、懂得感恩的、有责任心的、热爱祖国的顶天立地的人。
去年，我担任八（9）班的班主任，在第一个学期，我用了整整
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感恩父母”的教育。第一周，我让学生发
掘父母的优点；第二周，我让学生回顾父母在生活、学习等方面
对自己的关心；第三周，我让学生说说父母在家庭、工作中的辛
酸；第四周，我让学生畅谈“如何感恩父母”。通过这样一系列
的体验教育，我发现学生懂事了，长大了，有家长告诉我，他的
儿子不随便顶撞父母了，而且还主动地帮家里做家务。师爱既蕴
含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又表现出深刻的理智，不仅着眼于学生目
前的得失和苦乐，更注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前途。师爱是教育的
"润滑剂"，是进行教育的必要条件。当教师全身心地爱护、关心、
帮助学生，做学生的贴心人时，师爱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正因为有了师爱，教师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学生才乐于接受教
育，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实践证明，只有班主任主动地、真诚地爱学生，学生才会崇
敬你，接受你的教育，这时，老师与学生已超乎了师生关系，甚

至比父子、母子之情更深，让我们学会用爱去滋润学生的心田，
如蒙蒙细雨去慰藉学生的心灵，雕琢出一块块无瑕的美玉，这就
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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