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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一门艺术，教育的方法和路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对于潜能生而言，只有教师充分的走近他，了解他，亲近他，才能开启成

长的力量。本文从潜能生的成长现状、潜能生的成长归因、潜能生的引导策略出发，看潜能生的成长，意在走进学生的心灵，智慧引领潜能

生的成长， 终实现让每个人都长成自己所能成长的样子，让教育的期待引领他们走向阳光，幸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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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检索，关于潜能这个词的表述大致有如下：潜能生是指在思想

品德、行为习惯、学习成绩等方面表现较差或者各方面处于一种落后状

态，但还有潜力可挖的学生。以前称之为“差生”，之后又改称“后进生”，

现在又将其称为“潜能生”。从“差生”到“后进生”到“潜能生”虽然

看似字眼的改变，却看得出中国的教育界的人性化，对人性成长的关注，

对学生心理健康等的充分重视。 

人的成长的确会受到各自成长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受到家庭教育、

学习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表现出发展速度的不一，但这部分孩子

的内心一定是向往进步的，向往成长的阳光、向往和其他同学一样渴望

成功，作为作为教师我么要做的就是走进学生的心灵，对症下药，关注

他们的成长，这才是全员的教育。 

1 潜能生的成长现状 

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是集体式的，正因为他们各个方面发展的暂时

落后，导致在群体生活中，会面临老师的批评、自我的否定、家长的责

备、同学的嘲笑，这些都为他们的成长蒙上了“心灵的雾霾”，让他们在

内心的挣扎里不断的在前进和后退中犹豫，在不断的积极与消极消极中

徘徊，可想而知，对于还未长大的他们，内心一定是苦楚的，经历这成

长的“冰”与“火”的考验。 

学生小张：“我学习基础差，在学习上，总是感觉很费劲，别人轻松

就能理解的知识，我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还是记不住，我每天都想着提高

学习成绩，但上课又做不到专心听讲，但我已经很努力在成长了。” 

学生小李：“学习学习来说就是长大的一只拦路虎，我也感觉自己很

笨，每天我都气的很早，睡得很晚，但是学校成效总是不大，尤其是对

于数学、物理这样的学科，我总是一头雾水，好像我越是努力学习就越

是在退步，慢慢的我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而言了。” 

学生小化：“我知道我这个年龄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可是我对学习

的兴趣不大，我更喜欢看书，尤其看言情武打小说，总是沉浸在中描述

的情节，甚至我想到社会上去玩一玩，在校园里的学习是在太枯燥发威

了。” 

学生小紫：“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计算题目太复杂，语

文背诵太枯燥，英语单词记忆太苦涩，我觉得学习不好也可以拥有很好

的生活，将来长大了我想做一个网络主播，希望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

粉丝，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从以上学生的成长感悟中，不难深刻的体会到潜能生内心的苦楚，

表面上他们看似对什么都无所谓，但他们的心底是渴望成功的；虽然表

面上他们对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但他们的情感深处渴望朋友。他们内

心的是有着种种无奈也有着无数次的挣扎，但不可否认他们渴望同伴的

友谊、渴望老师的认可、课堂父母的关怀，更课渴望出自我的成长现状。 

2 潜能生的成长归因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综合潜能生成长的环境，分析这种

状况形成的原因，无外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不当教育行

为综合导致。 

2.1 个人的心理品质、学习习惯等因素导致 

回想一下，幼儿园的小朋友相比之下每天都是比较开心的，幼儿园

里的学习都是游戏式的，在玩耍中就学到了技能，也没有考试这件头疼

的事。但上了小学就不一样了，知识难度不断提升，考试内容不断加深，

有一些贪玩的孩子仍然留恋小时候的游戏状态很难以 佳的状态走进学

习；还有一部分孩子缺少良好的学习习惯，对身边的很多事物都充满了

新鲜感，学习的时候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慢慢的就养成了作业拖沓，

导致学习效率不高。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个人心理素质较差，不能承

受失败，一旦成长之路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对难事缺少挑战的勇

气和行动，日久天长就导致为难情绪，拉大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2.2 低效的家庭教育的影响 

潜能生在性格上会和其他孩子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要么性格孤僻、

要么情感冷淡、要么心灵脆弱、要么心理自卑、要么缺少自信、要么没

有责任感，还有的孩子内心没有感恩，自私自利。等等这些因素的形成

都和他成长的原生家庭有关。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只生不教”任

期孩子自由发展，当孩子在成长中遇到问题不及时发现，也没有及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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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决，导致了孩子成长错过了“第一次引导”的 佳教育期。另外取

决于父母育人的手段、方法等的差距，很多父母不研究家庭教育，甚至

不去学习，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去培养孩子，

与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紧张，孩子不乐意听从父母的引导，甚至有的孩子

对父母有着深深的误解。这样低效的叫停教育的影响，都是导致后续孩

子成长出现问题。 

2.3 不良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现代的网络技术非常发达，手机、电脑、微信、QQ 等都是还很容易

触及的了解外界的手段。网络是虚拟的，是还成长的双刃剑，很多孩子

还不能明辨社会多元打仗的价值取向，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会对世界

观尚未成熟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有的孩子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在

他们看来无需努力就可以享受幸福的人生。有的孩子受到社会不良风气

的影响，总是想着不劳而获，或者放下学习走出其他成功之路。比如一

部分孩子受追星族的影响，简单的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成为明星等方式来

轻松成功，被这些不良行为侵蚀思想，放弃学习，放弃人生的能力。 

2.4 不当的教育行为的影响 

对于有一些成长相对相对滞后的孩子而言，他们渴望他人的理解，

渴望被尊重，被信任，也渴望自己在集体中的价值。但在孩子的日常班

级生活中，可能因为成绩的落后，缺少对孩子积极正面的引导，部分教

师也会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孩子的成长，没有肯定只有批评，没有

成功只有失败，没有成就只有成长的挫折，在这样的教育境况下，学生

又自卑变成自负，慢慢的由基础差导致的成长之后，会演变成由行为差

导致的成长滞后。当他想能力提升时，有得不到老师及时的帮助，慢慢

的会长身对老师的敌视，内心和教师的抗拒，学习的障碍无法解决看，

终选择放弃成长。 

3 潜能生的引导策略 

每个人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于潜能生的引导需要成为教师工作

的首要责任。站在教师的教育，要用 伟大的师爱和包容的心来呵护恰

能生的成长。当然潜能生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恰能生的转化也不

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用，多种教育手段共

存的方式来慢慢疏导。 

3.1 端平教育这碗水 

罗素说过：“千姿百态乃幸福之源。”面对教室里几十个孩子，教师

要有做一个幸福的养花人，看到几十个鲜活的、如花的生命，并对每个

生命都充满期待，在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关注、帮助每个孩子的

成长。无论学生的学习基础怎样，学习效果如何，教师都要平带对待每

个孩子，帮助孩子发现成长的短板，并想法设法的帮助提升。教师首先

要关注每一个孩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看到表象背后的孩子内心真

实的想法，保持一颗童心，呵护孩子的童趣。教师要白屏心中的这杆秤，

作为教育的组织者，需要看到孩子当下的困难，更要看到孩子成长的希

望，相信孩子的成长是有着无限潜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他们成长

的未知世界加以开发。 

3.2 教师要慢慢的教，引导学生从容的学 

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不可置疑每位教师的肩膀上都有一个重重的

担子，但无论教学压力再大，都不能将这种压力转移到学生身上，要充

分的了解学情，对于接受慢一些的孩子要学会等待，能够等待。 

切不可因为应试教育的眼前利益而放弃知识求索过程的探寻，杜绝

“为了考试而教学”的教育追求。要引导孩子在兴趣的引领下走进知识的

探索，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把好奇心留给孩子，把童趣留给孩子。”

要注重知识形成和发生的过程，中探索、中思维的引导。 

对于学生学习上呈现出来的差距不可太着急，要学会等待，将自己

换位成学生，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的学习障碍的在哪里？多探索用这样的

方法能够开启他们的学习之路。作为教师面对恰能生一定要能够慢慢的

教，从容的教学，将知识分好层次，慢慢的给与，包括与哦分层作业等

方面来不断的帮助潜能生树立自信。教师的耐心等待是他们成长的一缕

曙光，教师的同情了解是他们提升的催化剂，教师的真诚关怀是他们改

变自我的精神动力。 

3.3 帮助孩子发现成长中的问题 

每个潜能生成长的背后，都会有着不同的形成因素，教师要帮助他

们找到问题所在。是家庭指导方面的问题需要老师和家长沟通，提升家

庭教育的实效；是孩子学习习惯方面的问题，需要教师明确的告诉孩子

具体的成长要求；是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需要教师与家长携手帮助孩

子切断诱惑源。一个人的成长中遇到问题并不可怕，教师要有意识的从

学生成长的问题出发，对症下药的帮助学生找到解决的方案。 

教育是一门艺术，教育的方法和路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对于潜能

生而言，只有教师充分的走近他，了解他，亲近他，才能开启成长的力

量。教师的教育情怀也是他们成长之路必不可少的热源，教师需要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智慧带他们走向成长的阳光，一路携手必然和他们

一路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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