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纳百川，润物无声

——“问题学生”的转变过程

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 孙婧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语重心

长的这样说过。工作至今，已是我的第九个年头了，本着“教好书，育好人”为

目标，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当中。期间遇见的大事小事，屡见不鲜；

各式各样的学生，层出不穷。尤其是“问题学生”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

过程。它要求教师要有耐心，对学生的不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忍耐、等待；对

其转化过程中表现的闪光点或进步，要及时挖掘，予以激励，使其具有成就感，

并转化成前进的动力，从而树立改正缺点、纠正错误的信心。

之前我又新接了一个班，期间我就遇见“他”（小冤家）——小洋。小洋，

男，11 岁，现已是四年级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表现的就是“与众不

同”。性格外向，反应灵敏，能钻空子绝不会浪费，唯一的爱好是画画，因此也

就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画画小达人”。开学初，交接班的老师便告诉我这个班的

小洋是一个非常调皮、反判的学生，他胆大，脾气大，纪律散漫，常闹事，对人

傲慢无礼，没有好朋友，有的也只是一些所谓的“问题学生”，需要多费点心思。

果然不出所料，上了三年级之后，小洋经常拖拉作业，漏做、少做、不做成了他

的“专利”。成绩一落千丈，几乎天天留校，而且上课的纪律情况也不好。我做

班主任就给点面子，其他科的老师真的拿他没办法，影响了老师的正常教学。课

余时间，欺负弱小同学，吐口水，用脏话和小动作公开挑衅同学，追逐打闹。平

时个人卫生极差，自理能力也不行，每天他的座位上以及周围都是吃剩的早餐，

纸屑。犯了错事，若不是老师亲眼目睹，从来不承认，说谎话，耍赖。由于长期

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长也没有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平时反反复复

讲道理已无济于事，全家人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往往就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

主要用打骂的方式来惩罚孩子。打多了，孩子变得顽固，为了逃避打，学会了说

谎，做错事从来不承认。正因为如此，学习和行为习惯上的他都不好，得不到表

扬，还经常挨批评，这就更加具了他的无心向学。

我经常这样的反问自己：“他真的一无是处吗？”当他把脸洗干净时，当跟

他聊天时，当看到他一幅幅佳作展现在我眼前时，我会觉得他很可爱、很天真、

很单纯。在辅导他做作业时，他总是一点就通，很快就掌握，我觉得他是那么的



聪明。于是我心存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样的孩子，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有药

可救!一定要把他拉上来。”

在几个星期的观察中，我发现小洋的头脑很聪明，但比较懒惰，不肯动脑，

常常以应付老师为主，能混则混。见到这样的他，我的内心总不禁隐隐作痛。不

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来临了。由于四年级要迎接省里的抽考，从这几天开始我们

便投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一天放学后，我将未完成试卷订正的 5 名同学留下，

开始进行单独辅导，小洋便是其中之一。天色逐渐暗淡，当一个个学生都背着书

包回家时，小洋还在紧张地奋战中。此时，从他的内心中我可以看出“热锅上的

蚂蚁”是什么样的了。趁此机会，我便来到小洋身旁，抓紧时机，与他谈心：“小

洋，你知道你为什么不会做这些题吗？”思量了一会，他低下头难为情地说：“我

上课没有认真听。”我紧跟着问：“那为什么你没有认真听呢？”他再次往下低头

说：“因为我开小差，总想着玩了。”我开心地一笑，说：“看来你还是能找出自

己的毛病的。你知道吗？其实你头脑一点也不笨，欠缺的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良

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平时同学们也不愿意和你玩耍，就怕从你身上学到不良的坏

习惯哟！”顿时，他猛一抬头说：“那怎样才能改变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呢，

怎样才能让大家也喜欢我和玩呢？”我灵机一动，想了想说：“老师观察你好久

了，发现你上课总是开小差，不能专心听讲。所以，我们首先要从课上的习惯着

手，如果上课不专心听讲，课后再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再有，如果你认为只凭

借课上的四十分钟就能学好的话，这也不见得。如果你课后不加以巩固，到后来

还是回到起点——什么都不会。”小洋思索了会，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紧接着说：“最关键还是你要有自控能力。唉，老师

有个小办法——上课时你将凳子单独搬到前排来，与其他同学保持距离，课上紧

跟老师的眼神，当老师看你不对劲时，我便会走到你跟前，摸摸你，以示提醒；

下课后你如果控制不住要玩的话，就来老师办公室静一静，让自己调整好学习状

态。如果课上表现良好，让大家看到你的另一面，相信许多同学都愿意和你一起

玩的。这就作为我俩之间的一个约定，你认为这个办法如何？”小洋欣然地答应

了。经过几周的试验期，我欣然地发现小洋有了一定的改变。课上也能经常看见

他高举的双手；课后也能看见他与同学们玩耍的身影。

面对这样特殊的问题学生，我首先端正态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用宽容、

平和的态度接纳他，不仅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学生，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如

既往地关心他，鼓励他，辅导他。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若心存抗拒、讨厌、



自然就会放弃。因此我用爱的雨露浸润他的心田，想方设法地转变他落后的面貌，

让他认识自我，更好地融进班集体。我通过各种方式（查阅资料、上网研究、与

心理学老师探讨）究其成因，以便对症下药。

1、多与家长沟通交流，纠正不当的家庭教育。

家长不当的教育方法，同学的歧视，教师的疏忽，都造成孩子心理的扭曲。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潜移默化，所以家长应注意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教

育方法。我专门利用半天的时间与小洋的家长分析孩子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很

焦急，很烦恼，马上把小洋从爷爷家接回来，但坏习惯已形成，纠正起来很困难，

反反复复讲道理也无济于事，真的拿他没办法，就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主

要用打骂的方式来惩罚孩子。打多了，孩子变得顽固，为了逃避打，学会了说谎，

做错事从来不承认。孩子有样学样，也学会了暴力。在学校，孩子们嘲笑他，不

愿跟他交朋友，形成了他自卑的心理。他很渴望跟同学一起玩，但又不会与人交

流，不会用礼貌的语言跟同学沟通，只会用动手动脚的方式来都同学玩，所以总

是跟同学产生矛盾。因而通过与家长沟通交流，纠正家长不当的教育方法，树立

其科学的教育观.在沟通过程中，我把家长当作是自己的朋友，放下教师的架子，

交谈的口吻而不是命令，常与家长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见家长不是投诉，而是

及时反映孩子的动态,既报忧又报喜，让家长知道孩子的进步，树立其教好孩子

的信心。过去小洋的家长对学校、老师有偏见，总认为老师歧视和放弃他的孩子，

经常迁怒于学校、老师、同学。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家长改变了态度，也得到了

正确的认识。

2、多导之以行，融入班集体氛围之中。

问题学生教育转化最大的难点就是“反复无常”，很多问题生当着班主任的

面承诺得很好，表现得很乖巧，但背着班主任又是另外一套。还有的问题学生这

段时间表现有好转，但过一段时间情况又开始恶化。所以，对问题学生的教育转

化要容忍他们的“旧病复发”，需要班主任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俗话

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强调班主任要多与学生沟通，尤其是问题学生的

教育转化工作，更要讲究沟通的方法与艺术，其实也可以借助身边的学生来向问

题学生言传身教，有时往往学生的说辞更具说服力。我先让学生认识到小洋是班

里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也能为班级争光，也是我们中的一个佼佼者。我们不能

歧视他，嘲笑他，欺负他。他有困难要主动给予帮助，他有进步应为之高兴，乐

意与他交朋友，平时多与他沟通交流，这样我们的班级会变得更和谐。在班里时



常发生小洋与男同学争执打闹的情景，每次我都会教育学生谅解他，宽容他。这

样不仅消除了他的自卑心理，还令他也能开开心心地融入这个集体。同时还经常

教育小洋：“要想同学爱你，你首先爱同学，爱集体，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理会

他人的感受，做事之前想想是否伤害了同学。”，通过这样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3、多给予鼓励与关注，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

小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和鼓励,都希望自己在教师心目中有位置。因

而我努力为孩子不断创造成功的喜悦，给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不但认识到自己

的缺点，也能发现自己的优点。从兴趣着手，抓住小洋的“闪光点”。因为小洋

是个画画迷，一到上美术课时他的注意力是相当的集中，对于画画有很好的天赋。

每到中午吃完饭时总能看见他在纸上画一些我们看不懂的抽象画，美术老师经常

这样夸他：“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很丰富的，是一个画画小天才。”利用这一点我便

与美术老师进行沟通，希望可以给小洋多一点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让大家都能

看到小洋身上的“闪光点”。有了美术老师的赞扬，同学们渐渐地也看到了小洋

的另一面，更有甚者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时尚的称号——“画画小达人”，正因

为有了这样一个称号，小洋感觉自己在同学们心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期间美术老

师还给小洋很多展现才艺的机会——参加各级各类的绘画比赛。正因为有了我们

老师和同学的另眼相看，小洋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课间时不时地可以看见同学们

主动与他探讨画画的方法与技巧，小洋也乐意与他们谈论绘画中产生的疑问，慢

慢地小洋改变着自己，也尝试着逐步融入到集体之中。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把这句经典名言作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座右铭。

教师只要有一颗慈爱的心，再特殊，再棘手的孩子也能转化。我认为一个老师必

须热爱学生才能教好他们，没有不可教育或教育不好的学生。我爱每一个孩子，

相信人人都能成才。作为教师要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

润物无声。虽然对问题学生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教育和引导，然而爱

一个“问题”学生才是对教师的考验，而这正是教师的天职。作为教师，要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他们，鼓励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