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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王岱莹一如既往
来到办公室，从“解忧信箱”里
取出一张张信笺，认真阅读每一
封来信，了解学生们的“烦心
事”。王岱莹，是该校的心理老
师，这个“解忧信箱”就是她设
立的。

“我没想到‘生意’这么红
火，学生们写信很积极，信件内
容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
王岱莹笑着说。

来信的内容中，多以学业困
惑居多，此外还有青春期的烦
恼、同学关系、寝室矛盾、亲子
关系等。

“最近我总是无法专心学
习，总是想着吃什么、玩什么、
看什么电影、买什么手机。这些
都让我快乐，为什么一学习我就
不快乐呢？”

“我只玩了一会手机，我妈
就开始唠叨我，太烦了！”

“我的好朋友最近对我爱答
不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
错。”

再比如，初三、高三的学生，

会来信求助她：
“老师，马上就要毕

业了，我喜欢了一个同
学，我担心毕业后与她分
别 ，我 到 底 该 不 该 去 表
白？”

王岱莹告诉记者，眼下正是
毕业班学生面临升学压力的时
候，在压力状态下，青春期的孩
子更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情感
上，寻求情感的共鸣和支持。

“虽然这些隐私不会公开，是单
独回复。但是，面对这样的共性
问题，我们会把它提炼出来抛给
所有同学，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会把这个现象正常化，解释
为什么同学们会这么关注情感，
秉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分析
利弊，让学生自己思考。”

高一学生阮凌翼说：“我自
己在信箱里投过信，包括一些学
习上的烦恼和生活中的问题。有
时候我非常焦虑，就会把这些问
题写成信倾诉出来。每次都非常
期待收到老师的回信，老师的话
就像暖阳一样温暖着我。”

心理老师开出

学生们的信件有的是短短的
一个小问题，有的则写了长长两三
页纸，近2000字。一般都是学生当
天来信，老师第二天回复。

对于学生们的来信，该校两位
心理老师有时候回一封信需要一
个多小时，读信件、划重点、慎重思
考后再落笔。上个学期，王岱莹和
另一位心理老师共回复了120多
封来信。

她们定期整理学生来信，及时
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和不为人知
的一面，对于各种问题分门别类，
通过回信、谈心等方式，有针对性
地帮助学生，必要时和班主任、家
长等沟通。

“老师谢谢你，上一封你给我
的回信，对我很有帮助。收到信好

开心，特别感动！”学生的反馈，让
王岱莹觉得由衷开心。她说：“每个
人内心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我希
望为学生提供温暖和力量，在他们
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支持。当
看到学生在以前困扰他的事情中
释然了，我感觉我们做的事情是有
价值的。”

甚至，有些已经毕业了的学
生，还会通过网络和老师进行交
流。

“‘解忧信箱’是老师开启学生
心灵的一把‘钥匙’，为了实现心与
心的交流，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学
校会把‘解忧信箱’坚持做下去。”
该校校长金宏雁说，青少年学生的
心理健康发展，需要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护航。

当天的来信 第二天回复C

“解忧信箱”的“生意”很红火

同学在“解忧墙”上跟帖B

在这些信件中，每个来信者
都有自己的昵称，不写真实姓名。

老师的回信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涉及到来信者隐私、希望单
独回信的，老师会把回信用信封
密封 ，放在“杂货铺”的解忧墙
上，如果想要更隐秘的，还可以
把回信放到门卫处和更多的信
件放在一起。

另一种是来信者同意公开
的，愿意老师把来信和回信张贴
在“杂货铺”的解忧墙上，请路
过的同学一起讨论、留言。

“我这次考试考砸了。为什
么我补了再多的课，复习也比一
般学霸努力，但是一到考场上就
不行了，凭什么呢，难道我比他
们笨？”这是一封同意公开在解

忧墙上的来信，在这封信的旁
边，张贴着老师的回信。在下
方，则贴了大大小小的纸条，还
有其他学生在空白处的留言。

“我有同款烦恼——企鹅”
“哎，我也是报了补习班，结

束还没什么效果，快被我妈唠叨
烦死了——Smiling”。

解忧墙很受学生喜欢。一到
大课间，常常见到他们三五成群
围在这里，互相交流讨论。高二
学生吴棋峰偶尔来这里看一看
同学和老师的信，他说：“有些
同学的想法与我有些相似。有时
候产生共鸣了，我就会留下几句
话，和他有个交流的过程，彼此
鼓励，能帮助同学的话，自己也
很开心。”

日本作家东野

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里，

人们写下烦恼困惑，投进杂货店前

的投信口，第二天就能在店后的牛奶

箱里得到解答，奇妙的事情也不断发生。

在宁波科学中学，也有这样一间类

似的“解忧杂货店”，学生们写信投放

到该校心理教室旁边的“解忧信

箱”，而每一封信都能在次日得

到老师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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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期回信120多封

老师正在张贴学生授意公开的信件老师正在张贴学生授意公开的信件。。

学生们在解忧墙前讨论信件内容学生们在解忧墙前讨论信件内容。。

摆放在
一角的“解
忧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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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心理室所在
楼层的墙面，布置成了

“解忧杂货店”。

“解忧杂货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