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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开校园百花里不曾绽放的花朵
———实施赏识教育转化 “问题学生”的策略研究

◆ 王纯友

王纯友|重庆市南川区隆化第四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南川区十佳校长 ( 重庆南川 408400) 。

［摘 要］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社会的未来。然而，在今天的校园里，由于家庭和社会及学生个人诸方

面的原因，一部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 “问题学生”，有人称之

为“校园百花里不曾绽放的花朵”。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对学生的成长需要欣赏，没

有欣赏就没有教育。作为教育者，要把“问题学生”看成是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教育者要有一双 “火眼

金睛”，善于捕捉“问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用真诚的爱心去关注这样的学生，唤醒他们的自信，让

他们也能朵朵花开绽放，光彩照人，继而成人成才成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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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赏识教育? 赏识教育是生命的教育，

是爱的教育，是充满人情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
人性本质的需求就有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

和爱。一位哲人说过: 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

是“渴望被肯定”。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发现了这

样一条规律， “人的生命的潜能激发需要赏识”。
赏识教育是转化“问题学生”的灵丹妙药。当今，

无论是城镇学校还是乡村学校，班级中都或多或

少存在着“问题学生”，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教育转化他们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

任。教师应对他们实施赏识教育，在对他们的教

育培养过程中，不能以歧视的眼光和放弃的态度

对待他们，而应该及时捕捉他们的闪光点，运用

语言激励，创设赏识的情境引导，使他们建立起

自信心，树立起上进心，让他们也能品学兼优，

健康成长。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研究实

施赏识教育转化 “问题学生”的策略是学校德育

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认真 把 握 学 生 身 心 发 展 规 律，加 强
“问题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赏识学生，源于教师的爱心。一个班集体就

是一个小家庭，班主任无疑就是家长，其中的喜

怒哀乐、苦辣酸甜，无时不在奏着一首永不停息

的交响曲，而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则是师生之间那

般真诚的爱。浇树浇根，育人育心。教师要关心

学生的心理健康。
据相关调查显示，对于 “问题学生”来说，

七成以上的孩子是因为在心理健康方面出了问题，

影响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在他们身上表现

出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

自卑心理。由于一部分学生成绩差，认为自己在

学校不像成绩好的学生那么被教师重视，因此，

他们的自卑感越来越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心理

健康发展。二是离异家庭子女更敏感。由于经历

了父母离异，所以孩子的心灵愈发变得敏感，对

他人的防御心理更强。三是产生抑郁心理。一部

分“问题学生”，特别是父母离异等因素造成的心

理健康问题，使很多孩子会因低落的情绪和痛苦

带来的伤心无法自拔，加之缺乏身边人的关怀，

就会导致孩子出现抑郁心理，严重的可能会出现

自闭的情况，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四是产生憎

恨心理。这部分学生主要是指父母离异家庭的孩

子，通常这些孩子表达出的憎恨心理也是十分常

见的，这种憎恨心理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可

能会导致孩子对社会以及学校产生憎恨，而这种

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未来成长。教师应当

用期望的眼光重新认识他们，从心理健康方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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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们，把真情的师爱洒向他们，多与他们谈心、
交流，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开导、引导，让这些

迟开的“花朵”沐浴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二、理解学生心灵深处的矛盾，发现闪光

点，帮助学生成长进步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 理解是指人去了解、
接受对方的行为和思想。有人说理解是爱的别名，

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心理部分。首先，教

师要理解学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讲过 “季娜

摘花”的故事: 季娜没经教师同意，就摘了学校

里一朵很美的花，这时班主任没有不分青红皂白

斥责学生，她透过孩子那坦白无邪的目光，看到

了孩子的纯真，于是慢慢询问原因，孩子望着教

师诚实地说: “我祖母病得厉害，我想摘一朵花放

在她床头安慰她……”说着眼里流着泪水。这时

这位教师没有责备她，并且很受感动地说: “季娜

你再摘三朵花吧，拿两朵送给你的父母，谢谢他

们培养了一个善良的人，拿一朵送给你，为你这

样一个善良的心!”这是多么深刻的理解啊! 相信

季娜会永世不忘的。其次，教师要理解学生的每

个举动。例如当今的学生爱玩手机，有的教师是

制止，有的教师是没收，甚至有的教师是将学生

的手机砸了。当代人不用手机，简直是与时代脱

节。这就 需 教 师 理 解，正 确 引 导，发 挥 手 机 的

“正能量”。
著名作家冰心说: “世界上没有一朵鲜花不美

丽，也没有一个孩子不可爱。”这就是说，鲜花是

自然的美丽，孩子也是天生就自然的可爱。关键

是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

往往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发现学生的长处和闪

光点。为此，教师应多和 “问题学生”交朋友，

多谈心交流。只有学生愿意为教师敞开心扉，教

师才能清楚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找到学生

心灵的闪光点，也就是对他们进行赏识教育的切

入点，激励学生好好学习。

三、信任 “问题学生”，提高他们的自信

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这样忠告我们: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

笑里有爱迪生。”教育先辈的话说得非常有哲理。
其实作为每个有灵魂有思想的青少年学生来说，

他们都具备成功的潜能，并且都有成功的可能。

生活中只有充满爱心的教师，才能发自内心地去

赏识自己的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能够有他的成

功。成功有大小，平凡而伟大。教师信任学生，

学生就会有追求成功的信心，教师对学生的信任

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教师的作用不单是教给

学生知识，还需教会学生怎样做人。教师要在教

学过程中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

中与学生平等对话，自觉地去搭建平等的师生交

流平台。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充满自信，才会有

奋进的动力，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笔者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在他很小时

就离开了家，他一直在姑姑家长大。由于他一直

想自己的妈妈，所以他上课经常分散精力，不爱

学习，情绪低落。起初笔者对他也有些失望，但

是有一件事让笔者改变了这种想法。有一次，笔

者在课上发现他的小腿发青，他却没有出声。笔

者觉得不对劲，下课后让学生陪同他去医生那里

拿药，但是笔者不放心，又把他叫来关心地询问

他的病情。从交谈中得知，他爱打篮球，在前一

天下午打球时不小心摔倒了，把小腿摔青了，回

家又没跟姑姑说。笔者发现了这个情况心中一震:

既然这个孩子爱打球，让他去参加学校篮球队，

为何不可? 也许能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变得自信

起来呢! 笔者叫他服下医生拿的药，然后拍拍他

的肩膀，微笑着对他说: “你的脚受伤了，还坚持

来上课，这一点做得好。你这么喜欢打篮球，等

你脚好了，老师给你报名去参加学校篮球队训练

吧! 不过有两条要求必须做到: 一是遵守学校纪

律，二是把学习成绩提上来。”他听到这番话，先

是一惊，然后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说: “老师，我

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后来，笔者带他去找体育教师报名，参加了

学校的学生篮球队，球队的训练不仅进一步培养

了他的兴趣，提高了技艺，还让他的思想得到了

锻炼，课堂上他也慢慢地静下心来努力学习。在

以后的成长中，他不仅是篮球队一名优秀的前锋

队员，各科成绩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件事让笔者感受到越是成绩不好的学生，

越需要得到教师的关爱。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

鼓励的眼神，往往都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安慰和

激励。热爱学生，是教师时时不能忘记的情怀。

四、吸纳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形成大爱真

爱的氛围，促进 “问题学生”健康成长

“问题学生”问题的形成有个人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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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客观因素的影响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为此，

要真正解决“问题学生”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吸

纳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对“问题学生”形成大爱、
真爱的社会氛围，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首先，父母亲的厚爱。对 “问题学生”的赏

识教育，离不开家庭亲人的力量，特别是孩子父

母亲的厚爱，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我们

常说的 “家校共育”就 是 这 个 道 理。笔 者 所 在

学校成立了家校委员会，各班级的教师与学生家

长建立了联系通道，如电话联系、微信、QQ 群、
学生成长卡等档案记录，班主任经常与学生家长

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况。同时，学校定期的家

长会、家访等切实有效的沟通机制，对掌握学生

的真 实 情 况、发 现 问 题 及 时 解 决 起 到 良 好 的

作用。
其次，班集体的友爱。在赏识教育中，教师

应注意建立一种和善友好的班集体大家庭。学生

每天来学校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直接和同学们

接触，同学之间真诚友好的交流和帮助显得十分

重要。在班 集 体 中，教 师 要 营 造 一 种 平 等、和

谐、友爱的气氛，让学生体验集体的温暖和同学

间的团结友爱。同时，教师还组织班干部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与 “问题学生”结成帮扶对子，“一

带一”形成 “一对红”。一旦发现个别 “问题学

生”有进步，教师就大胆吸收他们参与班 级 管

理，让他们也有责任感。实践证明，这种委以重

任的方法不失为转化 “问题学生”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
再次，教师的关爱。爱，会剔除一切不和谐

之音; 爱，是慰藉心灵的良药; 爱，会为学生开

辟一片生命的乐土; 爱，会给学生留下一生的醇

香，一日复一日，我们一定会将这由细腻、理智、
持久的爱而汇成的交响曲不停地回荡。

热爱学生是人民教师应有的道德感情，是人

民教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热爱学生就要尊重学生，一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

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二是对学生自尊心的保护，

教师绝不能伤害学生的尊严。正如孟子所说: “爱

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教学活

动中，学生有学生的经验，有时他往往会提出许

多在教师看来不值一提的问题，这时教师首要的

是对学生的尊重，赏识他爱思考的好品性，赏识

他有提问题的勇气。
最后，学校管理教育中的严爱。对 “问题学

生”的转化，我们不能一味讲求 “和为贵”、遇

事不讲原则，要做到宽严结合。赏识教育既要正

面强化，同时也要把握好分寸。在对“问题学生”
的管理教育中，笔者所在学校始终抓住如下两个

核心要素。
一是抓住 “立 德 树 人”这 个 核 心，从 培 养

学生优良的品行入 手。我 们 认 为，教 育 的 本 质

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让受教育者成人成才。
国家的 发 展、民 族 的 进 步 离 不 开 人 才 的 支 撑，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有创新激情和创新 能 力

的学校，离不开一所所学校深入 持 久 地 帮 助 学

生在道德品质、言行 举 止、才 能 智 慧 上 不 断 取

得进步。我们提出，在小学教育 阶 段，要 “为

聪慧而高尚 的 人 生 奠 基”，其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块

基石就 是 “立 德”。学 校 倡 导 “立 德 树 人”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强调在小学阶段的独特价值。
“立德树人”在 学 生 身 上 种 下 的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价值观的种子，是 契 合 时 代 和 国 家 需 求、夯

实基础奠定未来的种子。
二是把加 强 “问 题 学 生”的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法律知识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我们充分认识到

学生的思品教育中 “知”和 “行”的重要关系，

把学习知识与执行规章制度、规范日常行为与法

律知识的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法

律修养是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

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和亲身实践，不断增强自我

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能力，才能实现提

高自己思想道德修养素质和文化素养的目的。
总之，教师在 班 集 体 管 理 中 要 用 欣 赏 的 眼

光去观察、发现学生 的 优 点 并 及 时 地、充 分 地

给予微 笑、肯 定、鼓 励、赞 美，把 学 生 的 缺 点

看作成长中的不足，给 予 诚 恳 善 意 的 提 醒，让

赏识成为教育的一 种 理 念。赏 识 为 主、批 评 为

辅，就能重树学生的 自 信 心，培 养 学 生 的 责 任

感，发现和发掘学生 的 长 处 和 潜 能，帮 助 学 生

最终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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