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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念的转变对孤儿学生影响的探析
王　蕾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新课标要求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传统的教育观念已经阻碍了学

生的发展，转变教育观念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关键词：教育观念；转变；孤儿教育

新课程改革提出推行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这就要求新

时代的老师要具备新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转化教

育观念。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

教育指的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一定社会所

需要的人的活动。卡尔提出：教育理论既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

技术性的，而是关于怎样实践“善”，追求“善”，臻达于“善”

的一种知识。观念是行动的灵魂，教育观念对教学起着统领和指

导的作用。一切新的教学思想都来自于突破旧的教育观念的束缚，

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就必然确定新的教育观念。新的基础教育课

程体系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强调要促进每个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二、教育观念转化的形式

（一）和谐的师生关系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教师

要发现和欣赏学生的优点，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课堂上，

每个学生都希望被重视，教师要营造一个积极的、和谐的课堂氛围，

引导和帮助学生收获成功、享受快乐，激发梦想，让学生不断地

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充实自我。教师应善于调控学生的情绪变化，

使他们保持愉快、积极上进的心境，这对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有

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本人，也要保持一个积极地心态，不要带

着情绪走进课堂。一个有良好情绪的人更容易让人接近，也有利

于倾心交谈。只有这样，学生才愿意走近老师的身边，信赖老师。

老师师才能多接触学生，多了解学生，多关心学生，以情感人，

真诚相待。

（二）合理安排课程体系

以追求高成绩的教学为目的是毋庸置疑的。教师在课堂上针

对提高分数的教学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与新课标提出的素质教

育背道而驰了。我们孤儿学校初中部每个教学班大约有学生 40 名。

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部分是具有学习能力，并且能够积极参

与到学习中来的学生；第二部分是具有学习能力，但是因为从小

没有接受系统的学前教育，没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对学习的态

度不端正的学生；第三部分是没有学习能力，只具有生活能力的

学生。每个班级都是第一、三部分所占比重较小，第二部分所占

比重大。这样，课程安排就要考虑每一部分学生的接受能力，让

每一部分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为此，我们提出了开展校本

课程的规划。以英语学科为例，每个班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英语学习能力较弱，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没有学习英语的能力的。

那么如何调动英语课堂的积极性，就成为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除了正规英语教学之外，还穿插了英文歌曲赏析课、英文小说

赏析课、英文课本剧排演课和英文动画片配音课。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在英语课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而不是觉得被边缘化。

（三）由面向少数转为面向全体

教师对成绩好的学生的偏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很多时

候，我们教师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有一部分学生的成绩却提高的

很少，或根本没有提高。当教师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时，就会

把注意力从一部分成绩差的学生身上转移到成绩好的学生身上。

教育的过程中，让教师面向全体成为了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就曾经这样告诫过老师们：你的教鞭

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下有牛顿，你的讥笑下有爱迪生。我刚刚入

职孤儿学校时，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课堂上，我很快用自己的

方式把学生分成了等级。能学好英语的学生、能学好英语但需要

老师时时监督的学生和没有学习英语能力的学生。我的杠杆自然

而然的向前两部分倾斜，将第三部分同学划到我的关注范围之外。

有一次在做英文课本剧展演前期准备工作时，我正在为制作各种

道具而一筹莫展，班级被我划归到第三部分的几名同学主动承担

了所有道具的设计和制作。当我看到制作精美的道具时，那一刻，

我眼圈都红了，既为他们的心灵手巧而骄傲，也为自己对这部分

学生的忽视而自责。我所带的这批学生早已经毕业了，曾经为我

制作道具的几个孩子没有考上高中，一个去学习操作挖掘机，一

个去学习汽车修理，一个已经考下了电工证，现在在我校的后勤

工作，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电工技术人员。古语说得好：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作为老师，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均衡的分给每一个孩子。

作为一名孤儿教师，我们更应该重视每一个学生，爱每一个学生，

他们的生命中最缺少的就是来自亲人的爱和关怀。是老师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陪伴在这群孩子身边，就让我们把爱无私的给予

他们，让每一个孤儿学生都能体会这份爱。

三、教育观念的转变对孤儿学生的影响

（一）正确的学习方法

将正确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孤儿学生是每个孤儿教师首先应该

做的。绝大多数的孤儿学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前教育，没有养

成好的学习习惯。听课不专心、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这就

造成了老师在努力地教，而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一直停滞不前。造

成学生不能专心听讲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对于孤儿学生最常见的

原因就是来自家庭纷争的困扰。很多学生的家庭关系非常复杂，

父母去世后，对于遗产的管理和分配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小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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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孩子们考虑的。作为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就要及时发现问题，

与学生沟通，尽力地开导学生或者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解

决学生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让孩子静下心来投入到学习中去。

（二）认识到个体差异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发现，有的学生学习能力非常强，学

习效率也非常高。有的学生尽管很努力，很认真，甚至要比我们

所说的好学生付出更多，可仍然无法赶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承

认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这样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以

从我班刚刚毕业的一位同学为例，他会认真完成每一科的抄写作

业，却无法完成任何一项需要计算、动脑的任务。尽管他在课堂

上表现得非常认真、自律，但是在成绩上却没有任何的进步。这

位同学在课下会经常来到办公室问我：“老师，有没有什么活我

可以帮你？”班级的门窗、桌椅、扫除工具一旦需要维修，这位

同学都会积极地承担下来，修得又快又好。现在，他进入我校的

技工班就读。我相信，三年之后，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

我曾经以为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成绩数一数二的学霸，但是几届学

生带下来，我完全转变了当初的想法，甚至还会觉得当时的想法

多么的幼稚。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最后，无论是开出娇艳的牡丹，

还是路边的无名小花，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也都为春天增了色。

（三）促进个性发展

新课标提出教育以人为本。社会需要的不是一种人才，教育

也不是把人培养的千人一面。教育改革就是要将素质教育放在首

位，重视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以“分”看人的单一的选

拔方式。我们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学生的

个人素质再好，没有支持，没有必要的外部条件，也很难成就梦想。

我我还记得来到孤儿学校所教的第一届学生，有个男孩子学习成

绩不错，是我的英语课代表。在初二下学期开始，突然开始对唱

歌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反串歌曲。我从心理上是很难接受学生的

这种转变的，但我也很支持他，帮他在电脑上下载李玉刚的歌和

视频，帮他导到 MP4 上利于他课后学习和模仿。现在，这名学生

已经大学毕业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和演出，

也小有名气了。或许他不会成名成家，但是，他为了他的梦想努

力过，奋斗过，也表现过。我为我当初的支持而感到欣慰。这就

更督促我看到每一个孩子的努力，认识到每一个孩子的潜力。

四、结语

作为一名孤儿教师，我认为转变教育观念要比任何一个普通

学校的老师都重要。我们既要重视成绩，因为这是一部分学习能

力强的学生成功的捷径。我们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以实现学生个

体的多样性发展，为以后步如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蒋云娟 . 让孤独的心不再流浪——“孤儿”类问题学生转

化探讨 [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4（9）：52.

[2] 佚名 . 转变教师观念，促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J]. 都市

家教（下半月），2017（8）：219.

[3] 蒋云娟 . 让孤独的心不再流浪——“孤儿”类问题学生转

化探讨 [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4（9）：52.

[4]孤儿学生行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延边大学，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