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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将爱进行到底 
◆李祥生 

（安溪县金火中学） 

 
【背景】 
父母离婚后，孩子在人际关系上容易变得消极，封闭自己，

严重损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出现自卑，敏感，
多疑，孤僻或粗暴等性格特点。单亲问题孩子的教育和情绪管理，
已成为当前教育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案例再现】 
小海，男，14 岁，八年级学生。小海很聪明，但对学习漠

不关心，考试成绩不稳定，平时作业总是应付了事，甚至经常没
有完成。卫生习惯差，随地吐痰，乱扔纸屑；课堂纪律差，课堂
上总是坐不住，爱插嘴，甚至用语言或其它行为干扰、攻击别人；
课后爱惹是生非，经常与同学发生口角，粗言恶语，甚至大打出
手。按教过他的老师们的话说，他是只让人不敢靠近的“刺猬”。 

【成因探究】 
（一）家庭环境影响 
小海的爸爸在外做生意，妈妈是家庭妇女，在小海八、九岁

时，父母就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吵闹。妈妈心情不好时总是把气撒
在小海的身上，小海犯一丁点儿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房间里打。
在小海上五年级时，父母离婚了。他被判给了爸爸，爸爸忙着做
生意，他和爷爷奶奶（不是亲奶奶，是爷爷续弦的）住在一起。
由于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感情不合的家庭里，得不到家庭应有
的温暖。父母感情破裂以后，他更加自暴自弃，疑神疑鬼。别人
不经意的一句无心的话或一个无意的动作，他都认为跟他有关，
总是想方设法报复。 

（二）个性的缺陷 
通过观察，我发现小海是一个任性好动的人，他固执己见，

不听别人的劝导，经常乱发脾气。他的自制力很差，情绪不稳定，
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同学发生冲突，小则破口大骂，大则拳头
相向，自从父母离婚后，这种现象更严重了。他因得不到别人的
肯定，心理非常自卑，自尊心显得特别强，对别人时刻防范，产
生戒备、逆反心理。 

【转化策略】 
小海的种种行为，是因为没有家庭幸福感，感受不到亲人的

爱，对自己失去信心，感觉孤独。由此形成自卑、抑郁、敏感，
多疑，孤僻或粗暴等性格特征。这属于特殊的家庭变故问题而导
致的情绪困扰。然而，他的种种行为不是有意而为之，我相信，
只要在适当的时机，采取正确的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爱的教育，
一定能够教育好他。 

（一）播洒爱的阳光，帮助重树信心。 
从我下决心那天开始，自己上课时便更加留意小海的一举一

动，并向科任老师了解他的表现，有意识地运用赏识的爱激起他
的自信。他坐得端正，不做其它小动作，不影响其他同学，我就
马上表扬他：“这些日子有进步！科任老师都说你表现好，要继
续努力。”我渐渐地发现其实他是个智力不错的孩子，他认真听
时，会积极举手发言，有时还会抢答问题。有一次他英语小测试
得了优秀，我知道后马上表扬了他，我对他说：“只要你不断努
力，你一定会进步更大的！”他用力地点点头。通过一段时间的
努力，他上课开始认真起来，作业也能按时上交，成绩逐渐提高
了，虽然经常不及格，但他对学习越来越有自信了。 

（二）搭建爱的桥梁，形成教育合力。 
1、召唤亲情 
小海的种种不良行为是受其特殊的家庭环境影响的。针对他

的情况，我同他的爷爷进行了一次诚恳的谈心。让他爷爷知道，
家庭变故已经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应多抽一些时间来关心他
的学习和生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进行家访，向他爷爷汇
报小海在学校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联系了小海的爸爸，让他时常
打电话与小海沟通。 

我还经常找机会主动和小海谈心“沟通”，谈他的偶像，讲
励志故事给他听。3 月 27 日是他的生日，我准备了一大张贺卡，
让班上的同学写上祝福的话，又买了一个小蛋糕一起送到他家

里，和他的爷爷给他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又让他的父亲给他打
电话祝他生日快乐，他沉浸在快乐幸福之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我发现小海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身
上穿的衣服也干净多了，显得特别精神，一切正在变好中，我感
到特别欣慰。 

2、呼唤友情 
有一次，校外一条狗跟着上学的同学进了教室，同学们吓得

叫了起来，小海俯下身把狗抱起来，带到校门外。我表扬了他，
号召全班同学：“同学们，小海同学很想进步。老师也看到了，
他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但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有时管不住自己
嘴和手，希望同学们和老师一起督促他、帮助他。”这一番谈话，
不仅激起小海的自信心，同时也让他感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怀，为
他营造改正缺点、不断进步的良好氛围。从那以后，很多同学都
主动要和他做朋友，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自律意识越来越强。 

（三）打开爱的窗户，培养健康个性 
我告诉小海：“宽容能让别人愉悦，自己也快乐，刻薄让他

人痛苦，让自己也痛苦。”我让他明白，平时要学会控制自己的
情绪，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要先静一静，忍一忍，让一让，然
后再考虑用哪种办法去解决比较妥善，尽量避免攻击性行为的产
生。 

我还引导他学会合理发泄自己的情绪。当受什么委屈或被误
解时，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看幽
默故事、打打球等，还可以把日记当作 知心的朋友，在日记中
尽情地倾诉。他有什么烦恼有时也会告诉我，我都会尽量帮他排
忧解难。 

【结果与启示】 
半个学期下来，小海变得自信、乐观、温顺了。在行为方面，

他能遵规守纪，按时到校，不逃课，上课时小动作少了，不再攻
击他人了；在学习方面，他能经常完成作业，学习成绩进步明显。
虽然学习上他还需要别人的督促，但是他已经朝着健康的方向在
不断进步了。 

他的种种可喜变化，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一）“对症下药”是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根本。 
要想教育转化问题学生，首先要摸清他们的“底细”，不能

把学生的心理问题看作简单的思想问题，要学会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待和处理学生的问题行为，然后结合自身的经验制定出策略，
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教育转化工作。 

（二）“良好家庭教育”是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必要条件。 
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的榜样，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父母的

教育和影响。因此，当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教师更加重视家校
联系，并适当地指导其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有助于引导孩
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三）“爱心呵护”是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法宝。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好的教师，首先意

味着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
子的快乐和忧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曾是一个
孩子。”这朴实无华的话语告诫我们要懂得去爱学生。作为教师，
应当给那些问题学生更多的爱。 

小海的转化让我坚信：只要我们将爱进行到底，持之以恒，
他们就会在师爱的感召下不断自我激励，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