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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到“潜能生”，让我们静待花开
——中职班主任德育教育工作案例分析

陈雪珂
（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后进生”教育是中职学校班主任普遍存在，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笔者带过的学生蒋同学的案例，

基于增权理论，从多方面分析了中职学校后进生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教育转化中职学校后进生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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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所谓“后进生”，指在素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某一方

面或所有方面相对滞后的学生，是就某个学生群体而言的相

对概念。通常情况下，突出表现为学业成绩、学习习惯、品

行等方面相对滞后。“后进生”是对差生的新认知，过去由

于认知错误，称该群体为差生。但随着认知发展发现，差生

并非“不可塑”。因此，现在称之为后进生，即“后来进步”

之意。目前，按照素质教育标准，我们不应局限于品行和学

业成绩两个方面来评判一个学生后进与否。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职业教育政策扶持以及资金投入，

我国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中等职业教育

在发展过程中仍遭受到社会歧视，使得中职生生源质量下降，

绝大多数学困生、问题生进入中职院校，形成了数量较大的

“后进生”群体，后进生转化工作也成了中职班主任德育工

作不可避免的热点问题。

笔者为某中职学校实习班主任，在为期一年的教育实习

过程中，通过身边具体案例究其源，和学校、家长携手教育，

解决学生问题，提高德育教育实效。

2 案例描述

沉睡·初识交流

蒋同学，男，17 岁，电子商务专业，成绩中低水平，

性格倔强，以自我为中心，自尊心极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

缺乏自信的表现。

笔者自高二第一学期接手 20 级普职融通 3 班，由于普

职班级的特殊性，该班学生是在高一第一学期结束后，确定

所学专业。因此，本班学生由电子商务专业和商务助理专业

组成。接手初期，在与学生们交流所学专业以及未来职业生

涯规划的过程中，电商专业的蒋同学“闯入”了我的视线。

在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是“父母帮我选的”“我觉得电商学的

简单”“我觉得男生学商助太奇怪了！”诸如此类的理由之下，

“我选电商专业是因为我想创业”这个斩钉截铁的理由让我

眼前一亮，也让我对这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产生了好奇心。

在那之后，我向主班进行了进一步了解。谈及蒋同学时，

他哭笑不得。高一时，蒋同学的学习成绩和状态持续“掉线”，

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地直接位于班级学习队伍的末端。期始考、

月考总分均为倒数第一名，上课昏昏欲睡，精神萎靡，作业

抄袭乱写，几乎完全避开了所有认真学习的特质，成为了实

实在在的“后进生”。

通过和其父母沟通发现，原来蒋同学初中沉迷于手机游

戏，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逐渐丧失，厌学情绪严重。因此，

拯救“沉睡的灵魂”行动迫在眉睫。

干预·溯其根源

通过采取一般班主任都会采用的解决“问题学生”的手

段和方法，例如和蒋同学面谈、开始学习主题班会、家访、

激励等等，但收效甚微，一周后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学困”

状态。因此，传统方法行不通，需要转变策略，需要等待，

更需要时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了解了蒋同学的初

中档案之后，找到了突破口。蒋同学成绩一般，初中班主任

对他的学习态度也颇有微词。但是在获奖和特长方面，令人

惊讶的是，他曾获得通用技术比赛区级及市级一等奖，擅长

剪纸和焊接，这是个重要的“线索”，他需要这样的展示自我，

提升自信心的机会。

高一第二学期举办了全校技能运动会，一开始他是拒绝

参赛的，在班主任老师的激将法下，他报名参加了学科优选

赛中的创意手工和创新设计大赛，并荣获两个一等奖的优异

成绩，并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学科能手”称号。外表依旧不

喜形于色的蒋同学，内心早已激动万分。

至此之后，蒋同学的精神气有了很大的改观，学习状态

略微有所好转，但是学习动力不强的状态依然存在。虽然没

有转变，但这一策略是正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干预强化。

苏醒·唤醒沉睡灵魂

高二第一学期，班主任就接到了来自政教处主任反馈，

说蒋同学在寝室楼有私下贩卖东西做生意的情况，据说还把

生意做到了女生寝室，需要关注并制止一下。当我第一次听

到这个消息时大为震惊，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平时总是一

副“睡不饱”状态的瘦高个子做出来的。但联想到他的创业梦

想又在情理之中。于是我找到了他，简单交流了想法，表明了

在寝室私自卖东西是违反规定的，如果真想创业，学校为学生

提供了创业一条街，可以凭自身能力光明正大开一家店。

很幸运，不久后，学校的就创中心正好发布了创业计划

书比赛通知，并通过该项比赛挖掘可行性强的创业项目，入

驻创业一条街，促进店铺更新迭代。我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

转达给了蒋同学，得知消息的蒋同学也很兴奋。迅速在班级

中组建了主创团队，接下来就开始着手创业计划书的撰写，

一稿、二稿、三稿……当得知顺利通过初赛并进入复赛的消

息时，蒋同学展现出了团队负责人的冷静头脑，随即安排决

赛相关任务，并主动要求在班内模拟。最终在决赛的演讲汇

报和答辩环节，表现优异，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也顺利

获得了入驻创业一条街的资格。自此，蒋同学有了个新的称

号“蒋老板”。

作别·从“后进生”到“潜能生”

实际开店往往没有写一份创业计划书来的简单。店铺装

修、选品、分工、营销等等，每一样都在突破这个年龄阶段

所能完成的极限。团队合作过程中，蒋同学的性格缺点也逐

渐暴露了出来，作为团队负责人，在决策时以自我为中心，

不和团队成员交流沟通，这是大忌。团队其他成员找到我反

映了这个问题，我选择了合适的时机，与蒋同学认真沟通，

在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由于父母工作繁

忙，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一个人，比如一个人上补习

班，一个人吃饭，甚至稍微大些时，摔破了头自己一个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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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缝针、换药、拆线。听到这里，让我不免有些心疼，而

这些性格特点也正是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于是，我们

商讨，团队内能否定期举行头脑风暴，作为店长能否合理分

配任务，权力下放等等，庆幸的是，蒋同学认真考虑了我的

建议，在此之后，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他的蜕变，不再是强硬，

有了柔软。店铺也随着他们团队的努力，生意蒸蒸日上。

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店铺，见到蒋同学，我问他：“你

知道现在开店最缺乏的是

什么吗？”蒋同学回答道：“资源？客户？平台？营销？”

我和他说道：“都不对，是知识，是理念，是头脑。”蒋同学

略有所思，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完全理解，但是，我发现，课

堂上的他抬起头认真听课了，他真正意义上向那个昏昏欲睡

的“后进生”作别了。此时此刻的他，潜力无限。

3 案例分析

笔者通过增权理论，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和社会

参与层面三层次对以此案例中的蒋同学为代表对后进生群体

进行简要分析，结果如下：

3.1 后进生个人层面权力缺失分析

自我效能感的缺失。在中职学校，每个班级中都会存在

后进生群体。他们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不完成

作业，上课不认真听讲，甚至以捣乱课堂，捉弄其他学生引

起大家注意。受应试教育影响，唯分数论的评价观虽有所改

善，但仍然存在。后进生一开始形成也主要是由于学业成绩

的落后。因此，在镜像自我评价后，后进生容易失去自我效

能感，认为难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善自身的学习成绩。

例如案例中的蒋同学，在初中阶段，学习成绩较差，他

难以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获得成就感，因此缺乏自信心，习得

性无助。从而判定自己在学校里什么都做不好，渐渐失去了

对学习的兴趣，甚至更严重者会产生厌学的情绪。

3.2 后进生人际关系层面权力缺失分析

师生之间人际关系缺失。部分教师过于关注分数，对后

进生缺少关注，忽视其内心发展需求。另外，中职学校由于师

资力量有限，专业课教师需要同时教多个班级，对于班级里的

后进生难以时刻督促，然而后进生往往存在学习态度不端正现

象，自制力较低，因此易出现恶性循环。在其他活动方面，资

源机会分配往往在优等生那里，后进生得不到平等的资源分配，

不沟通或者不当沟通使得师生之间人际关系缺失。

生生之间人际关系缺失。后进生经常因为其对待学习的

不积极态度使得班级里其他学习较好的学生远离他们，尤其

表现为团队合作和实践活动。因此，使得这些后进生常常独

来独往，同学间交往不信任不平等。有些为融入集体，表现

出讨好同学；有些则自暴自弃，远离同学，性格孤僻。

亲子之间人际关系缺失。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是老师的

事情，更需要家长的配合，形成家校合力。但是有些家长工

作繁忙，认为给予孩子良好的物质基础最为重要，但这并不

是爱孩子的唯一表现。高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更需

要父母的关心、关注，尤其是中职学校的孩子，更需要家长

的陪伴、理解。然而有些家长，疏于沟通，难以真正了解孩

子的内心需求。有些甚至以学校的分数以偏概全否定后进生

其他方面的潜能，使孩子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的逆反心理。例

如，案例中蒋同学提到，自己的父母忙于工作，很少管自己，

虽然强装自己独立生活的骄傲，但其实内心是孤独的，从而

造成独来独往，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点。

3.3 后进生社会参与层面权力缺失

目前国内教育体制下，进入中职学校的学生往往因为初

中阶段成绩不好，进入职高学习职业技术。中职学校与普通

高中社会地位不一致，社会认可度较低，使得很多后进生认

为进入职高学习是不体面的，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不能平

等的获取社会资源。

素质教育以来，我们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不单单

是学习。因此，通过分析后进生群体，教育应对症下药，发

现并肯定后进生闪光点，从而使后进生转化为潜能生，使每

个学生都能成为 21 世纪的创造者。为此，在本案例中，两

位班主任采取了如下做法：

（1）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2）发

现学生潜能，提供机会，鼓励学生参加活动，增强自信心。（3）

了解学生职业规划，创造美好职业发展前景，有效促进学生

学习积极心，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学习目标等，为未来就

业做积极准备。

4 案例思考

如何转变后进生一直是班主任以及各学科教师努力研究

的问题，因此，笔者就案例中蒋同学为例，做初步探讨。

4.1 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

教师应发现后进生的潜能，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从而增

强自信心，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对后进生的教育要以表扬、

鼓励为主。针对中职学校特点，班主任要强化学生头脑中的

职业意识，了解学生未来职业生涯规划。从而帮助他们认清

现在的学习状态、成绩与未来职业要求之间差距，帮助他们

重新认识自我。使他们意识到，只有认真学习自己的专业，

未来才能实现自身职业理想，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学习当中。

4.2 秉承以人为本的全纳理念

教师应意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避免狭隘的“唯分

数”单一性评价方式，忽视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应秉承以

人为本的全纳理念，不断思考后进生教育价值，使其从后进

生转化为潜能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尊重每个个体发展方

向，使其重拾为未来的信心。

4.3 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作为班主任要充分意识到，仅凭教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及时与后进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

教育环境、学生在家表现。同时，也应当把学生在学校的进

步表现，身上的闪光点和潜能告知家长，让他们看到自己的

孩子在职校同样出彩，从而获得家长配合，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5 总结

中职学校后进生转化工作绝非易事，班主任工作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要与时

俱进，积极探索对后进生转化教育有效之法。既要看到后进

生所存在的缺点，分析其背后存在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又

要发掘后进生身上的“闪光点”，以此为转化契机，是后进

生逐渐转变为潜能生，促进学生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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