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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的成长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引导，需要教师以爱为出发点，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引领学生走在阳光下，本文通过具体的案例展开，

是教师教育实践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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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颗树摇动另

一颗树，一朵云推动另一夺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很喜欢这句

话，教师在学生生命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大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

教师能给予学生的也已经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精神的引领，心理

的丰盈。于我而言，我愿意做那个 智慧的引领者，带着孩子们幸福的

走在阳光下。 

1 爱需要理性、更需要智慧——对待那些不被理解的孩子 

大凡提到教育，大家都会很一致的认为，爱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爱

是引领学生成长的积淀，爱是开展教育教学的催化剂，可见师爱在他人

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师爱不仅仅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也不仅仅

是孩子生病时的一句问候，教师的爱应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情感，有自

己的升华。 

案例：隔壁班的班主任王老师对学生管理可以用兢兢业业、尽心尽

责来概括，每天来的 早的是她，每天走的 晚的还是她，平时只要空

闲就能在班级看到她的身影，自己不吃的早饭省给学生、天冷了自己的

衣服脱给穿着少的孩子，甚至学生生病了放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把学生带

回家来照顾，如此等等，着实让人感动。但班级有几个捣蛋鬼，不管班

主任老师用什么方法都好像在他们身上不见效，甚至还有个别孩子看上

去“很讨厌她”，这让她很苦恼，也很自责。也常常会无奈的和其他人牢

骚两句：“难道我对他们还不够好吗？难道我的我的学生爱的还不够

吗？” 

案例分析： 

对王老师而言，她的确对学生的确是爱的，而且爱的非常全面。但

这种爱都局限在孩子的生活细节里，教师的爱除了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外，

更要注重在情感世界中走进孩子，在精神世界引领孩子，在心理世界探

究孩子的需求。对王老师来说，在她看来对学生是“爱的足够了”但却

爱的比较有局限性。每个人的成长需要多维度的爱，既要从外在的身体

上，更需要内在的心理上的；既需要课堂上的，也需要课下的；既需要

对学生个体的，有需要对学生群体的。 

爱是教育实施的大前提，但走进一些特殊的孩子，就需要爱的能力

和智慧。教师的爱应该在不同的孩子身上发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对一些

特殊学生产生作用，那才是有价值的。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来说，孩

子饿了给她一块糖、一片面包，在孩子冷了，给她加件衣服，这些已经

不能满足孩子对爱的需求。教师之爱要走进他们的心理需求，满足他们

心理和精神世界的需求。比如对一些行为习惯差的孩子，教师的爱需要

延伸到家庭教育，以鼓励的方式和孩子沟通，并以期待的方式与家长对

接，让家长在老师这里看到孩子的希望，让孩子在老师这里看到他可塑

的未来，当然，这就需要教师做很多工作，通过家访，通过心灵交流等

方式走进孩子，每个孩子成长中存在的问题都不一样，教师要有能力走

进那些“特别难搞”的学生的心里去，并有办法让他们改变，宽严相济，

给他成长的空间和力量，这样的爱才是 高境界的，也才是学生 需求

的。 

给学生一缕心灵的阳光，跳出去看孩子的成长，智慧去爱，才会让

孩子更有力量走向生命的远方。 

2 你若安好，心就向阳——对待那些“破罐子破摔的孩子” 

提到潜能生，是很多老师的苦恼，他们咋行为习惯、学习品质上都

落后于同龄的孩子，甚至很多时候老师的好心帮助却换来的是不被理解

和敌视，尤其对那些破罐子破摔的孩子，让很多年轻的班主任头疼，但

却有些无能为力。 

案例：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丽，不仅人年轻漂亮，工作能力也很强，敬爱

哦时业务能力也很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毕业就带了新初一，自

己意气风发，班级整体发展也不错，很多孩子在自己的引导下已经完全

适应了初中的生活，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张翔同学却成了自己的

心头病，小学基础薄弱，学习成绩上不去，动不动孩子在班级里闹点事

情出来，多次批评教育、找家长都没有效果，张翔一副“反正我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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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拿我怎么办？”的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这样小丽老师痛苦不堪，为

自己对张翔这个潜能生的教育无力而深深自责。 

案例分析： 

从小丽老师的教育行为来看，她的出发点没有问题，希望每个孩子

都成才，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学习上有进步。但她采取的方式是当张翔

出现问题时一是批评指正，二是找家长，这样的两种行为在一般学生身

上或许会立刻见效，但对于一个长期沉淀在班级底部的张翔来说不但不

领情，还会引起他强度的不满，这个时候他就拿出“破罐子破摔”的样

子给你看。 

其实教师要是能够走进潜能生的心里去了解，做法可能就会发生改

变。张翔学习基础上，考不好，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补课，还要补心，帮

助孩子树立自信。张翔发生问题时，他 不想间的就是家长，任何一个

孩子内心都是有着向上的欲望的，如果教师每次孩子犯错都找家长，第

一会让孩子恐惧，甚至让孩子厌烦，也会让家长觉得孩子成长无望，这

样的压力下，孩子会走向更坏的极端。 

如果教师能从走进学生的心理需求出发，对孩子成长用到赞美、承

诺、激励、榜样力量、同伴引导等方式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在学生成长出现问题时，需要的绝对

不是指责和抱怨，甚至向家长告状，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借助伙伴的

合作等方式让他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并增加新的认知，让他心悦诚与的

接受“我需要改变”这个事实，教师可以以建议的方式与家长交流，让

家长觉得老师是在帮助我的孩子，而不是在告状，这样也可以赢得家长

的合作、支持。解决潜能生认知层面的问题后，给出具体的办法，或者

借助孩子的同伴引领等方式改变他的行为，这样的过程下来，孩子会慢

慢的减少犯错的频率，也会在偶尔的成功和教师的肯定中获取更大的改

变的力量。 

“好人有好的行为，坏人有坏的做法，每个人都在寻求心理平衡。”

作为教师，我们要去研究学生的心理，找到潜能生的心理平衡点，尤其

对于那些平时小错不断、大错也烦的潜能生而言，教师首先要让他心理

平衡，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接收你的教育，再加上教师有效的教育手段，

教师的教育才会奏效。 

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孩子，总是会把自己的姿态放的很低，感觉一切

都无所谓，用一个较低的自尊心来达到与犯错行为的失调，这个时候教

师就要用自己的智慧击溃他的心理，将教育的指责转换成先帮助他找到

自尊心，然后在去指正问题， 后再去引导。 

3 用心书写，激励前行——给潜能生写评语的教育艺术 

“对于教师来说，戏额评语往往是一件繁重而枯燥的任务。要想给每

一个学生写初中肯、有创意、有建设性的评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

是《今天怎样管学生》第 106 页中的一句话，看过之后作为班主任的我

感慨颇省。写评语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教师如果用心把这件事情

做好，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对“潜能生”而言，写评语中

隐藏着无限的教育艺术。 

教育案例： 

小白老师是一个很智慧的年轻班主任，平时善于对学生的观察，尤

其观察学生成长中的点滴进步都会一一记录在电脑上，专门为每个孩子

在电脑里建立了一个电子档案，将孩子基本情况，包括生日、爱好、特

长等，孩子阶段性取得的进步都记录在内。其他老师到期末都是在忙乱

中来完成学生的评语，有的到网上去摘录一下，有的到同事那里去借鉴

一下， 后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像“你”也像“她”。

而小白老师对评语的撰写是非常用心的，甚至还打开孩子的成长记录看

看作为参考， 后总是几经修改才亲笔誊抄上去，所以看到白老师的评

语孩子们都当做无价之宝。尤其对那些潜能生的评语，白老师总是深思

熟虑，对他们的激励非常大。 

案例分析： 

可见白老师对学生成长的用心，他的每份评语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

分工作，更是孩子成长的瑰宝。每份评语都有激励、有正面评价，同事

也有对孩子成长的建议，如果是放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白老师也会在

评语的结尾送上祝福。这样的评语是千人前面的，对每个人而言是教师

为他特意量身定制的成长之礼，小小评语力量大，学生看到的不仅仅是

老师对自己的评价，更是隐藏在文字里的成长期待。 

陶行知先生曾经曾经说过：“真教育是信心相互印的活动，维度从心

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的深处。”对于潜能生的成长引领，更需要教育的

热度，需要教育的正能量，只有教师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对孩子真正

的欣赏，只有真正的欣赏才能让教育充满力量，撒一丝暖阳，让学生走

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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