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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这个大家庭

中，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

二的个体。然而，由于性

格、家庭背景、学习成绩

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学生

常常在人群中默默无闻，

校园活动则为学生们提

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展现

平凡之美的舞台。

通过活动，学生们

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特

长和兴趣爱好。这样的机

会让学生获得成就感，感

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同

时，活动也为学生们提供

了一个相互了解、相互鼓

励的平台。这种互动不仅

能让学生们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和力量，还能让他

们更加珍惜班级这个大

家庭，找到归属感。

怎样帮“热情”男孩找到边界感？
一次音乐表演，让平凡的他被看见

班
主
任
说

在传统文化节主题晚会上的表
演顺利结束后，那个男孩获得了满
堂掌声和欢呼声，我想这不是结束，
而是全新的开始。

在开学第一天，小G同学热情
地和我打招呼；积极地参与大扫除；
大热天主动带着一帮男孩子去体育
馆扛新书，热情地分发，给我留下了
好印象。但是开学后，这份“热情”又
经常出现在自修课、课堂上、熄灯后
的宿舍里，以至于慢慢引起了其他
孩子的不满，认为这是噪音甚至是
扰乱，从私下提醒无果到发生了激
烈争吵，各有说辞。小G同学认为自
己初中也这样，高中已经注意了，为
什么不被接受，认为来自农村的、普
普通通的自己是不被同班同学接受
的，从而变得暴躁、敏感和不自信；
其他同学认为他不尊重公共空间。

作为班主任，站在中间一方，两
头谈话，暂时平息了硝烟，但是我
知道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面对
越来越不自信的小G，如果一味地
劝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只会让他更
加边缘化。我想，他需要的是“被看
见”。

正好，学校的文化节开始招募
演员了，需要一个会吹唢呐的同学
加入说唱组合。我知道小G会，便推
荐了他。之后我问了音乐老师面试
的情况，被告知不够娴熟。我再三说
回家让他再练练吧，下周再试试看
吧，说了不少这孩子需要更多鼓励
的话，希望平凡的他能有被看见的
希望，音乐老师同意了，说过个周末
再让他来试试。

回班级后，我没把背后的故事
和小G说，而是一个劲鼓励他不要
随意放手，既然已经知道曲目了，那
就铆足劲练习。他也听进了，整个周
末在家练习、校对曲谱、请教老师、
又与老师连线告知进展，这一番积
极的表现也感动了音乐老师，这节
目就敲定了。

之后，我多次在班级里表达，整
个文化节的节目是要经过多轮筛选
的，能上舞台就代表了认可。当同学
们知道小G的节目被甄选上后，表
达了喜悦与祝贺。那一刻，我看见他
害羞了，之后的每一次彩排，格外积
极。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常会找机会
与他沟通学习与活动的平衡、集体

与个人的价值观、自由与自律的差
异等，他知道我在敲打着什么，我明
白他也听进了不少，因为我看见他
身上悄悄起了变化，每次彩排回来
进教室动静小了，自修课抓紧赶作
业了，他内心的希望在一次次鼓励
中被看见了。

正式登台的那天，用“炸裂”两
字形容当天的表演也不为过，这少
不了音乐老师的编排，少不了组合
一次次的磨合和配合，更少不了他
内心的那一份“相信”，相信他人的
信赖和自身的实力，正是这一份双
向奔赴的相信，让他被看见。

台上的热情与台下的兴奋融为
一体。表演结束，我告诉他全班为
他鼓掌，他腼腆地说：“我看到了。”
期末阶段，大家都忙忙碌碌为迎考
准备着，看他投入不少，自修课也
挺专注，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习
惯还有不少路要走，也许老问题偶
尔还会出现，但是我想此时此刻的
他，一定感到了自己是被看见的。
相信“被看见”的力量，他已在悄悄
改变。

在忙碌而紧张的高中生活中，
活动如同一束璀璨的光芒，照亮了学
生的心灵。它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展
示自我的舞台，更是让每一个人都有
机会被看见、被认可。它不仅能够让
学生们展示自己的平凡之美、追求梦
想和希望之光、传递爱心和温暖之
情，还能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综合
能力。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

说：“教育要走进学生的心灵才能深
深打动学生，引起学生内心共鸣的教
育才是成功的教育。”活动育人最能
走进学生的心灵，打动他们，引起他
们的共鸣，从而润德于心。

“活动育人”正是基于人的差异
性，提出要分别对待每一个学生，旨
在让每一个学生在适合自己的活动
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尊严、自信，从

而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特点和
特长的社会贡献者。

作为班主任，我坚持“让学生在
活动中成长”的理念，重视活动的组
织和开展，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
被看见、被认可、被培养，使学生在
温暖积极的场景中有所悟、有所行，
发生积极的变化，让希望被看见，为
他们的人生打下温暖的底色。

一次美食节，让逃避的她被看见
学期末的那段时间，小W同学

总是以各种理由晚自习请假，各种
毛病请了个遍，还在变着法子逃避
上学，成长手册上多次表达出内心
孤独的想法与没有人关心她的失
落。与她谈话多次，她总觉得得不到
大家的喜欢；和她父母沟通多次，隐
约都能觉察出她有逃避上学的情
绪。“不能让这股情绪蔓延，不能让
她越来越远。”我和她父母达成一
致，希望她的父母再忙也要关注孩
子的情绪变化，她父母也意识到了
平日的疏忽。

正值文化节的另一大活动——
美食节，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学校要
求各班自做自销一款美食。学生们
热情很高，天南地北的各种美食漫
无边际地畅想，可真正落实到具体
制作就犯难了。于是我要求大家，既
要考虑美味又要考虑可操作性。没
生活经验的大家陷入了沉默，小W

自告奋勇地说：“宁波人就包年糕饺
吧！”另一同学也举了手，“我外公会
做年糕，可以教我们。”其他人都赞
同，觉得这口味大家从小吃得惯，一
定卖得出去。小W看到自己的提议
被大家认可，和大家一起笑着。

毕竟是孩子，考虑问题会不全
面，我不敢贸然提太多否定，我私下
和她提了几个小建议，例如不可能现
场做年糕，那该怎么办？这么熟悉的口
味平时都能吃到，大家会不会没兴趣
了呢？全班那么多人如何用好人……

很快，小 W 召集开会让大家
商量对策，在她的带领下又细分成
四个小组，第一组准备进货年糕
团，考虑如何保温；第二组准备馅
料，要有所创新；第三组布置摊位
和销售，吸引顾客；第四组负责现
场制作年糕饺，倒班制。通常是做
完作业各组要开会，而她作为大组
长，小组的会议都需要参加，她变

得忙碌，被需要的感觉让她充实起
来。同学们在活动中锻炼了发现问
题到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不了的
时候，她会主动打电话求助，“爸
爸，美食节那天，你帮我们运送年
糕好吗？”“妈妈，我们缺包装盒，帮
我们网上购买好吗？”接到女儿打
来的电话，她爸爸妈妈很高兴地应
承着，因为这次接到的不是哭哭啼
啼闹着想回家的电话了。

美食节那天，好几位热心的家
长也来帮忙，同学们撸起袖子干劲
十足，我看小W忙得团团转，这边
让她看看包得怎么样，那边让她看
看营业额怎么样，她又去鼓励了几
句前台吆喝的同学要大声点。我轻
轻地一问，“W老板，年糕饺多少一
个呀？”“虞老师，您免费！”

我给她捋了捋贴在额头上的头
发，说：“快去忙吧，大家都需要你！”
她笑着跑开了。

活动传承精神，让希望被看见

美食节活动。校园文化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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