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6 Vol. 4 No. 02 2022经验交流

浅论班主任的教育时机之案例分析
田海舰　琚金玲

（河南省新郑市第一中学，河南 郑州 451100）

摘要：机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教育也是一样，抓住教育时机的班主任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教育时机又跟地点、场景、教

育事件等联系在一起。优秀的班主任不仅能够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且也能把一些恶性事件扼杀在萌芽当中。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把握

教育时机，解决学生问题。下面以打架事件来说明教育时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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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描述

张 ZY 和王 XY 两人高一就结怨，两人之间一直就有小矛盾，

但是没有到那种要动手，让我出面的地步。然而新高二开学不到

半个月，两个人因言语不和，大打出手，同学拉开，宿舍相遇，

仇人开战，且扬言周五下午放学后各自约好自己的社会朋友，树

林见面血拼。

听闻此事，我觉得教育时机到了，自己该立马杨威，提刀上

战场了。我了解王XY的性格，表面狐假虎威，但本质还是老实的，

我喊他过来叙述经过。王 XY 怒气冲天，忽略自己的不足，夸大

张 ZY 的问题。听完，我立即义正辞严地指出描述不当之处，同时

说明他自己的问题，观其表情，略有缓和，趁此机会，我紧随其后，

问：“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希望如何解决而使自己能得到最大

的保障？”王 XY 回答，想和平解决，但怕张 ZY 不肯放手，自己

先认输丢面子。听到这里，我告诉他由班主任来处理此事，不牵

涉同学和班级，不涉及父母和学校，担心的事情我来解决。最后

让王 XY 认清自己的问题所在，承诺不挑衅，不主动发生冲突。

对待张 ZY，他与社会青年接触多了，身上一股子匪气，我只

好从家庭和他现有状况入手。从家庭上，张 ZY 表示他父母对他

期望很大，如果事情传到他父母耳中，他父母肯定会非常生气，

并且会对他很失望。我一听，时机来了，便继续说道：“你在学

校已经是留校察看，再违纪就是劝退的处分了。”抓住这个机会，

我教育张 ZY：“想到你的父母，你的现有处分，我相信你肯定不

想把事情闹大，我会帮助你和平解决矛盾冲突，保障你的面子和

尊严。”同时我强调，必须与社会青年保持适当距离，对待王 XY

不主动起冲突，不挑衅，更不能私斗。张 ZY 点头答应。

最后，让他们在班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游戏，同时

站在一张面积不足 0.1 平米的凳子上，并且保证两人不会掉下来，

刚上去的时候就能发现凳子只能站一个人，在其中一个人试了几

次上不去之后，张 ZY 主动伸出了自己的手抱住了王 XY，这个游

戏结束后，他们之间互相保证了自己的承诺，不再主动发生冲突。

这件事情到此即将落下帷幕，但是我还是让班委留意两人之间的

关系，如果有矛盾，立马将两人分开并报告班主任。

一直到毕业，两个人都没再产生什么矛盾，我也遵守当初的

约定，没知会双方的家长，我能够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

于学生对于我的信任。

二、案例分析

此案例中有这样几个关键点：

1. 两个人的性格特点分别是什么样的？案例中一个同学与社

会青年走得比较近，那他的身上必定有社会青年的一股子倔劲。

2. 何时处理他们的问题更为合适？如果之前有点小矛盾就赶

紧上手解决，可能起不到效果，毕竟不是大问题，两个人没有到

受处分的地步，如果班主任贸然上去解决，那么只会解决燃眉之急，

以后还会发生类似情况。

3. 该怎么样交流才可以抓住他们的薄弱点，让他们知道这样

做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抓住两个人的弱点，

才能有的放矢，让两个人态度缓和下来，归顺于你。

三、案例点评

（一）找准解决问题时机

本例中两个同学早就结怨，虽然班主任想处理，但是始终没

有机会，因为两个人一直处于小打小闹小摩擦的状况。当两个人

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时，老师的教育机会、解决问题的机会便来了，

而这个解决问题并不是单纯地解决打架问题，而是解决一直以来

的小冲突问题，使得以后相似的问题不再出现。

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应该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并且加上自

己对于事件的理解，既能旁敲侧击，也能正面应对，从而达到教

育的目的。

（二）找准语言教育时机

对待王XY时，听完他的叙述，立即便分析出来他的问题所在，

这个时候要严肃态度，指出叙述不当之处，并观察他的表情，是

不再那么强硬了，教育时机便又来了，找出他对待问题的真实看法，

并指出他的看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最后

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待张 ZY 时，根据他的特点，并不是很容易服软的人，这

个时候如果严肃批评，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逆反心理，便从家

庭和现在的处分入手，让他自己感到处境的危机，从而找到教育

时机，分析打架事情可能造成的结果和影响，缓和他的心理态度，

来协商如何解决问题，以后应该怎么做。

这样来说的话，要想做好学生的思想问题，需要设身处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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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分析问题，

分析会给学生自己、家庭、班级、学校带来的影响，只有你站在

他的角度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经验总结与启示

在这里我想借鉴一下这样一个小故事：

陶行知先生在做校长时，一天，在校园里看到一名男生正想

用砖头砸另一名同学。陶行知及时制止同时令这个学生去自己的

办公室。

在外了解情况后他回到办公室，发现那名男生正在等他，便

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我先

到了。”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

你立刻就住手，说明你很尊重我。”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感。”

这时那名男生已经泣不成声了：“校长，我错了。不管怎么说，

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

陶校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你已经认错，我们的谈话也结

束了。”

陶先生把握住了教育时机，并且用了一个很恰当的方法，

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学生的心理，圆满地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这两个案例让我们有了以下的想法：

（一）沟通前，不能出现思维定势

有这样一句话：“教人为学，不可执一篇。”在与学生就某

些问题进行沟通时，班主任最忌讳的是先入为主，凭借自己多年

的经验就定下调调，或者把自己的原则强行加到学生身上，他们

毕竟还是孩子，虽然他们懂得道理都很多，但有的时候站在他们

的立场上可能会发现他们做一件事的原因就是理所当然。所以我

们应该从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出发，适当地添加自己作为成年人

考虑这些不良习惯所造成后果，甚至于这些后果他们是否能承担

得起。

学生之间经常性地打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说话的方

式太过于偏激，并且有点异想天开，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是以

自我为中心。但凡班主任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想这些问题，一定

会觉得很幼稚，但同时又很合理，所以我们要有重点、有技巧地

去跟学生交流、沟通，不能让学生以及自己陷入到一个无法挽回

的境地。

抓住教育时机解决学生问题，要做好以下分析：一，事情是

怎么发生的；二，学生是怎么想的；三，学生真的承认错误并对

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因此，我们在抓住教育时机的同时，更多

的是让学生明白做错事后的意义何在，并且必须达到我们预期的

教育效果，不能因为事件的本身而向学生发泄。同时，多给予学

生鼓励，把他们往学习这条道路上引导。理想的教师应该让学生

学会奉献感恩，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这样的话打架犯错事件便

会越来越少。

（二）沟通时，情与理双管齐下

沟通的目的基于沟通双方能否达成意见一致。当班主任与学

生沟通时，要动之以情，所说的每句话都要观察学生的微表情，

都要顾及到学生的情绪。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达到“晓之以理”，

师生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只有让学生明白了道理，并且真正地用

起来，才能使学生更快地成长，并且只要学生看到了相对应的成果，

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认同，从而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能够让学

生认清自己的本我，明确自己的任务，从而达到以学习为主的目标。

当学生对班主任产生感情之后，班主任的工作会非常好开展

下去，这样学生就会成为我们的得力助手，并且会有更多的学生

更好地融入班集体。

（三）沟通后，给学生留点空白

“空白”是一种艺术，就像一副画作，画家不会把他的画儿

安排得满满的，总会留有一些地方，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幅画，

还能联想到画以外的情境。

当老师与学生沟通后，学生情绪缓解下来，适当给学生留一

些“空白”，给彼此一个空间，给弱势的人一点尊严，你会发现

原来很难处理的问题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攻自破了。相

信我们的学生，给他们留点时间“冷处理”，等他们理清思路，

想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一切都会好起来。

最后，想要搞好学生的教育工作，首先班主任需要做到的是

树立一个公平的心态，同时要把握好教育实际，对于学生方面的

处理，我们需要一个宽容的胸怀，对事不对人，设身处地地为学

生着想。所以，教育学生或者孩子时不应用训斥、苛责、打骂等

伤人自尊的方式，而应把握好时机，平心静气，换位思考，旁敲

侧击，对比设喻，疏导对方的心理。

滴水穿石，胜过暴雨，和言良意，默化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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