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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学生”是教育中必须重视的一个角落，需要教师用教育智慧帮助其改变，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让“问题学生”在暖暖

的教育情怀中不断改变，全面发展。 

[关键词] 问题学生；转化；科学发展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个性不同，所接触的家庭教育不同，导致

很多孩子会在不同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涉及生活习惯，有的涉及学

习习惯，有的涉及礼貌规范等等，甚至有的孩子作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宠

爱也会导致孩子成为“问题学生”。这样的孩子如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不加以及时矫正，会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 

1 以爱为基础来唤醒“问题学生” 

每个人从心底都是向好的，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成为受

到别人尊重和喜欢的人，对于问题学生，当他们走进集体，和别的优秀的

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自卑，这个时候他们 需要的就是老

师的理解，班主任老师的理解就是孩子矫正自身不足的一剂良药，更是学

生有信心改正缺点的一个有利保障。 

有爱的地方才能建立有效的沟通，情感的协调是有效教育的开始。

问题学生有的时候可能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表面上又会表现的无

所谓，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种心里，善于用放大镜找到“问题学生”的优

点，不要将他们边缘化，更不要对问题学生置之不理，需要教师用民主的

学生观、平等的学生观，对学生循循善诱，一视同仁的来帮助学生改变，

这种引导不仅包括学生学习水平的指导，更包括学生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

引导，这也是师爱 温暖的地方。 

2 帮助“问题学生”找到问题的根源 

帮助问题生改变，需要教师对症下药方可有的放矢。首先教师要对

问题生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看看学生是哪方面导致的问题，比如是品德

方面，还是学习态度，或是生活习惯，精神健康或是心理健康，还是其他

方面，通过正常的教育教学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应该列为教师教育引

导的对象。对于班级里一般的学生，存在的问题或大或小，都可以通过教

师正常的教育手段帮助改变，比如教师通过表扬、批评、或者鼓励、或者

关爱等方式都可以使学生得到积极的改变，但“问题学生”则不同，这些

常规方式可能在他们身上并不奏效，那就需要教师从根子上挖掘学生存在

问题的原因，找到形成“问题”学生的根源，才能根据学生自身存在的问

题量身定制特殊的成长方案，帮助其进行个别的辅导，才能有针对性的解

决问题。 

3 寻找“问题学生”闪光点  

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家长很可能过于重视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关注，

而忽略孩子身上其他特质的发展，作为老师我们要善于挖掘学生身上的品

质，比如孩子是否乐于助人，比如孩子是否在情感上是有爱的，比如孩子

是否有着坚强的意志等等，只要发现了，就要郑重的告诉孩子，让他知道

自己身上也有着别人没有的优秀的一面，这一面或许就可以给他更大的激

励， 

作为教师，一定要有一颗公平心，科学的对待学生的问题，更要有

一颗平常心，不要把学生身上目前的“问题”看得太过严重，要通过多方

面的观察来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通过各种形式的情感对接来点燃他们

对学习、对生活的热情。用教师的期待和鼓励，用教师的观察和发现，挖

掘学生的潜能，对学生身上的优点或不足的改进及时的鼓励，通过多种形

式来表扬、认可，给学生改变的时间，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对“问题

学生” 好的引领过程。 

4 多元的评价来激发学生 

一个人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一个孩子的成长更是千头万绪的，对

于问题的学生评价，教师应该建立一种多元的机制，全方位、科学的评价

一个学生。不仅关注学生学习成绩和水平的提升，还应该涉及到学生的学

习习惯、学习态度、受挫能力等多方面。教师更应该跳出一纸成绩单，而

要通过调查同学、家长交流、个别谈话、单独交流等形式对学生客观的评

价，只有不拘一格的评价标准，才能对学生做到客观公正，符合实际。教

师要建立生态绿色的评价系统，通过教师对学生的肯定、父母对学生的肯

定、学生对学生的肯定等方面给“问题学生”肯定，树立他们的信心，通

过不同角度的激励，培养他们的潜能，让其可以在积极乐观、平缓和谐的

氛围中保持不断进步的状态。 

这种多远评价更有利于学生在评价过程中不断的认识自我、不断的

发展自我，并 终激发学生的内在成长力而不断的完善自我、 终改善自

我，提升自我。  

5 联合集体帮助问题学生  

对待“问题学生的改变”不是教师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家庭的协作，

也需要同伴的指引。教师可以充分的利用班级里学生中资源一同为学生的

转变共同努力。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除了学习习惯不好，但人际关系却

很好，这个时候教师要尽量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可以提升的“学习合作组”，

让和学生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伴一起帮助他改变学习状况，正因为学生和学

生之间更容易交流和沟通，某种程度上，同伴的这种学习指引效果会更好

些，在同伴的关怀下，在同伴的接纳下，他会感受到在集体中的被重视，

这种被重视让他心底有着强烈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就是学生之间相

互沟通，主动交流，共同进步的一个桥梁， 

在同伴的指引下，问题学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自己在集体

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或许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火把，激活隐藏在他

们心底等待被唤醒的情感，进而优化他们的德育修养、学习品质。  

教育工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们要做一个有爱的智慧的

教师，关注孩子多方面的成长，对待目前成长有问题的学生学会慢慢的等

待，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效策略进行转化。用自己的爱心与学生共情，

用自己的信心与学生共勉，用自己的耐心与学生共行。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多一些欣赏和指导，让“问题学生”在暖暖的教育情怀中不断改变，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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