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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
( 自序)

我坐在电脑前给学生回信时，女儿常常会跑过来瞅一

眼，然后说一句:“又给你学生回信啊!”有时候老公也会凑

过来看一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感叹: “老婆，你真了不起

啊! 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好好把这些信留着吧，以后整

理一下，出一本集子，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看到，一定有价

值。”老公的话我没有在意，但一位朋友的话让我动了心。

这位朋友是一家教育杂志的编辑。一个周末的晚上她

打电话约我出去散步，我说等会儿吧，我正给学生回信呢。

她很吃惊，说，这年头老师和学生通信可是稀罕事。我说:

这有什么稀罕的，我就经常干这种事情呀。她一听来了兴

趣，说:那你可以把你们的信整理出来出版呀。我说: 我又

不是大师级人物，也不是什么名人，只是一个普通老师，做

着平常的事情，有这个必要吗? 有什么意义吗? 她说:大多

数老师都是普通老师，就因为你普通才会更真实，才更贴近



现实。我是搞教育杂志的，我还不了解吗，太有必要太有意

义了。她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来鼓动我，于是我听取了她的

建议。

一次上一个大三班的课，课间休息时，一个女生走到讲

台，说要跟我聊聊。这是个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表达

很不顺畅，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她很痛苦，想走出来，想变

得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就是做不

到。她看我很亲切很随和，就想跟我说说。又有一次，一个

男生在 QQ 上跟我说，他最近遇到心理问题，很难过，想尽

快摆脱。我把他的情况向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反映，那个

老师说:“傅老师很有学生缘啊! 学生有心理问题找你说，

都不找我们。”每每遇到这样的学生，我就想我们的学生需

要的绝不只是知识，需要的不是只知道给他们灌输知识的

老师，他们太需要爱和关怀了，太需要老师走近他们，做他

们的朋友，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网络的普及，使得一些学生

痴迷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有的学生甚至陷入网恋之中不

能自拔。人们对爱情和性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由

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大学校园谈恋爱成风，学生也因此烦

恼增多、困惑增多。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缺乏精神追

求，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校园，造成一些贫困生心理失衡。现

代社会竞争激烈，学生也不得不面对学业的竞争和就业的



压力，因此而引发了种种心理问题。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唤

起更多的老师更多地去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为学生献出

一份爱心，给学生多一点关心，让学生有更多倾听的心灵让

他们可以诉说，有更多温暖的怀抱给他们温暖，有更多的阳

光雨露滋养他们健康成长。

时不时地会听到老师唉声叹气，一脸的无奈和苦相，说

什么上课一点意思都没有，简直就是受罪，就是熬日子，苦

不堪言。我想，当老师当成这样确实没什么意思，干脆改行

算了。既然是改不了行，不得不教书，为什么不努力教好教

出一点意思和快乐来呢? 所幸的是，我还能从教书中感受

到快乐，我常常跟别人说，和学生在一起其实挺开心的，如

果真不让教书了，我可能还会失落呢! 无论是课堂上的交

流还是课余的交往，无论是给学生讲课还是和学生通信，我

都能感觉到充实和快乐。我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老师

和学生能感受到并分享我为师的快乐，并学会自己去创造

这种快乐。

书中有我女儿的身影。我的一些想法做法其实是受了

她的影响。我爱我唯一的女儿，我向她表达母爱的方式也

许有点与众不同。在她上初三时，我写了《走过初三》，作为

送给她考取重点高中的礼物。在她上高三时，本想写一本

《走过高三》，作为送给她考取大学的礼物。《走过高三》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能写出来，却有了这本《校园心事》。我想把这本书送给我

的女儿，当作对她的一个弥补。我也想把这本书送给我的

学生，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让这本书成为我们师生

情谊的见证和纪念吧。

我还想说的是，我其实不是很敬业，也不是很聪明。我

说不上有多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也不讨厌这个职业。

我没有多么神圣和崇高的感觉，但我爱我的学生，我喜欢亲

近他们，喜欢了解他们，喜欢和他们说话。有很多的快乐都

是学生带给我的，我很知足。常常觉得，我要是能更少一点

世俗的名利之心，多一点不随波逐流的勇气和信心，倾注更

多的热情和爱心去对我的学生，那一定会是一种充实而快

乐、宁静而淡泊、单纯而踏实的生活。我内心是向往这种生

活的。

傅 琛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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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自从学会上网并有了自己的邮箱和 QQ 号后，我就开始了与学

生的指尖对话。

刚开始那几年，只是少数学生知道我的邮箱和 QQ 号，我没有

在班上公布，而是谁问我要就告诉谁，所以与学生的交流也不多。

零零散散的邮件，我大都没有保存。后来，我才主动向学生公布自

己的邮箱，并对学生承诺: 你们平时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生活中遇

到什么困难，思想情感上遇到什么困惑，都可以发邮件跟我说，只要

收到了我保证回复，而且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们。这才有了比较多

的通信，以至于与学生通信成了我生活的一个内容和习惯，如果长

时间没有收到学生的信，我还会觉得有点不对劲。

通过网上交流，我对学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深入到了学

生的内心世界，这让我与学生贴得更近，感觉更亲。与学生的网上

交流，也带给我许多快乐。也许我给学生的回信并没有对他们产生

多大的帮助和影响，但在我想来，我能够成为他们倾诉的对象，倾听

他们的心声，让他们在想诉说的时候有个人可以诉说，这已经是一

件挺有意义挺让人开心的事情。我有意识地把邮件保存下来，倒不

1



是为了出版，而是想留作纪念，一是一份师生情谊的纪念，二是我为

师经历的纪念。我从中选择了与 23 位学生的通信，共 120 多封，涉

及的问题比较广并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的学生只是偶尔遇到问题，

写封信跟我说说，问题解决了也就没有再来信了。有的学生在某一

段时间陷入了某一烦恼和困惑之中，需要时不时地诉说，需要经常

的支持和鼓励，与我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联系，写的信也多一点。

并不是所有给我写信的学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有的只是想跟我

聊聊，交流一下感受，探讨某个问题。我和学生的通信不只是问答

式的，我们也会有比较随意聊的时候，信中也不只是苦着脸说事情

或是板着面孔讲道理，也有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气息，偶尔也会互

相开开玩笑，逗逗乐。所以，读起来不会觉得过于古板、严肃和沉

重。为了读起来更明了，有的地方我加了文字说明。

学生的真实姓名隐去了，信中涉及的某些真实地名、校名、班名

和人名，还有学生的邮箱地址、QQ号、手机号我都作了处理。此外，

信的文字和内容基本保持原样。

女儿读这些信时，说:有的问题其实可以让我来回答，因为我和

他们年龄差不多，我更理解他们。我就想，其实读者在读到以下任

何一封学生的信时，都可以先尝试着写一封回信。如果你是老师，

面对学生这样的来信，你会说什么呢?

2



一

“可是，没有了她我还要努力什么? 我疯了……您是教哲学的，

会说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带他们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以下按学生

的习惯叫法，简称为马哲) 课。前两周，课堂上我就注意到了他，他

坐比较靠前的位子，浓眉大眼，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强，有时候一副心

事重重的样子。他上课很认真地听讲。从他会心的微笑，从他轻声

发出的感叹，从他时而微蹙时而舒展的眉头，可以感觉到他的专注

和用心。老师讲课如果能多看到一些这样的学生，就会有更好的感

觉更多的自信和更加挥洒自如的发挥。我在讲课的过程中会比较

多地往他那儿看，因为他听课的状态能带给我良好的感觉带动我的

情绪。

第三周，头一节课讲新课前，我提了两个问题，想看看他们对前

面一节内容的掌握情况。我还不认识他们，只能对着名单随意点几

个学生来回答。点到第二个名字时，没见有人站起来。我就又叫了

一遍，并问:来了没有? 没想到是他回答: 来了。我说，那你站起来

回答问题。他没有站起来。我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呢? 是回答不

出来吗? 没想到他竟然说: 我不想说! 我当时一听心里有点不高

兴，感觉挺没面子的。这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学生，向他提问，他

不但不站起来，还直接说“不想说”。这是什么态度? 我真的很奇

怪，上课那么认真的学生，却不肯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该拿他怎么

办? 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威严，批评他，非叫他站起来不可，还是

就这样算了? 如果就这样算了，我怎么给自己一个台阶。这时听到

3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