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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需要慎浇水，好苗需要精施肥 
——浅谈尖子生的培养策略 

马红云 

(哈密市伊州区三道岭中学  新疆哈密  839000) 

摘要：尖子生作为班级中表现优异的学习群体,往往会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同时,他们的知识基础和思维能力已经较为成熟,

能够将复杂的知识巧妙转化,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不适宜“一刀切”的学习模式,亟待教育给予适当的强化和引导。通过有针对性的深化

学习策略,让尖子生能够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逐步积累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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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的学习中，尖子生对于班级的方向具有引领作用，

并且其和班级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1]；在很大程度上，“尖子生”会

成为班级的焦点和亮点。尖子生成绩好，听话懂事，学习积极主动；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他们的主观努力决定的，当然，良好的家庭教

育必不可少，更离不开教师的苦心栽培。数十载的班主任工作经历

和教学工作体验告诉我：“尖子生”也像普通学生一样存在不足，

只是他们身上的不足被“成绩突出”的美丽光环掩盖了；即使有的

尖子生在学习之外的其他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也容易被教

师宽容或忽略。这样，尖子生在思想、道德、行为上的种种不良现

象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矫正，如存在高分低能、情感脆弱、不能

正确面对挫折和失败等心理缺陷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班主任，还

是任课教师，在“尖子生”培养上，需要谨慎以辅、精心而导。 

一、善于发现亮点，让“准尖子”跻身优秀行列 

罗丹曾有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若

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生看做晶莹闪耀的美玉，那没有显露

锋芒那的准尖子生便是尚未雕刻的璞玉，需要“伯乐”去探寻、培

养[2]。若班主任不将目光放得长远，缺少“寻宝”的兴趣，或者说

置之不理，那么往往就会错过了发掘的机会和雕刻的能力，以至于

丧失支撑“尖子生”的中坚力量，丧失了优化班级学生结构的大好

机会。所以，班主任应当有着较为敏锐的洞察能力，同时要善于分

辨，并能够进行较为准确的估算，而且对于学生的亮点要善于发现、

发掘。如在我中途接班的一个男生，各科老师都反映他非常调皮，

由于在上小学时他的父母对老师批评他的方式不满，没有及时与老

师沟通，一时冲动把小学老师告到了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让老师

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罚，从此之后所有老师就对他退避三舍，对

他不管不问，以免自己像小学老师那样得不偿失。可是，我接班后，

仔细观察那个小男孩，发现他在数学课堂上能积级思考，踊跃发言，

我又认真分析了他的各科成绩，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尖子生，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能因为他父母的一次冲动，就对孩子产生偏

激的看法，给他贴上“烫手的山竽”的标签，我利用课余时间找他

谈心，给他讲做人要懂得互相包容，互相谅解，你父母真的很不容

易，希望你努力学习，不要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我在他的作业本

上经常给他写鼓励性的语言，在我的鼓励下，他变得阳光了，乐于

帮助班里的其他同学，我还让他当物理课代表，在一次课间，我看

到他拿着自己买的物理模型和同学一起做实验，共同探讨问题，他

还跟我说：他的物理模型是省下买运动鞋的钱买的，他一定努力考

上重点高中，不让我失望，我为他的懂事而感到欣慰，中考时他的

数学是满分，并以优异的总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跻身于优秀行列。 

二、注重心理教育，让尖子生提高受挫能力 

尖子生和普通的学生一样，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通常来说，尖

子生可以更好地听从教师的教诲，同时能较好地遵守纪律，并可以

以较为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过这并非是绝对的，其也是存在变

化的。尖子生的学习成绩较为优秀，但不能仅仅因为成绩优秀就掩

盖他所有的问题，我认为应当进一步提升对于尖子生抗挫折能力的

培养，从其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性解决问题，从而使尖子生能

更好地对自身的言行举止加以约束，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始终坚

持严谨的作风，持续进步，以便于更好地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更

为有效地激励其他学生[3]，这样也有助于班主任更好地进行班级管

理。基于过往的经验教训，我愈发意识到，对待尖子生，应当时刻

保持足够的清醒、公平及严格，同时在行动方面做好及时、具体的

指导和要求，以此对于尖子生的自我约束力的培养大有裨益的。 

尖子生在生活和学习中也会有着种种问题和担忧，不可能万事

如意；因此，班主任不能一味地对尖子生讲顺利、成功的一面；否

则，他们一旦遇到了挫折，就会毫无准备而手足无措。在我所带的

班级中有这样一位男生，成绩在年级一直是第一名，听话懂事，在

一次家访中，他的父母说，现在的他长期处在“金字塔尖”上，很

少品尝失败和被冷落的滋味，担心他的受挫心理较为脆弱，将来一

旦遭到各种“打击”就会悲观失望，希望老师能对他加强受挫心理

教育。针对家长的建议，我在班会课上给学生讲述了海子的故事，

海子自幼聪慧，10 岁读初中，15 岁考上北大，18 岁开始写诗，可

常人也想象不到，就是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其情感世界却异常的敏

感而脆弱的，他先后经历多次情感挫折、投稿失败，爱情的失败是

海子自杀的导火索，25 岁痛苦而艰难的选择，结束了自己美好的生

命，海子离开了，但他的诗歌却展现在世人面前，世人也由此爱上

他“春暖花开”的希冀，可最痛苦的是海子的父母，他们为海子流

干了眼泪，当不同的年轻人络绎不绝地踏上查家湾（海子的出生地）

时，他们的伤口一次次被揭起，但他们不愿意世人忘记海子，这个

生前生后都令自己骄傲的孩子，他母亲说：“她最大的幸福就是在

梦里见到海子……”，其实海子的悲剧就是梦想覆灭之殇。一次次

挫折教育，让孩子们心理更加健康，尖子生的受挫能力不断提升。 

三、注重巧妙引导，让尖子生生发自省意识 

在我所带的班里有一个女生，并且也是我很得力的助手，她担

负着班长的职责，将班级管理的很有条理，而且也能认真完成老师

交代的任务，并且对学习很是热爱，有着远大的理想。可是，这样

一个优秀的女生，在中考关键时期，她却和我们班一名成绩比较优

秀的男生早恋了，她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很高。以往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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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告诉我，找她谈心，也可能效果不好，因为她很会自圆其说，会

避重就轻地给我一个说法，弄不好还会弄巧成拙，影响班里两个尖

子的中考成绩；经过深思熟虑后，在班会课上，我首先朗诵了林徽

因的《人间四月天》，给学生讲了林徽因 16 岁游历欧洲，在英国认

识了留学的徐志摩，而那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孩

子。少女芳心被触动，富有才华的他们相识、相知、相恋，林徽因

将自己热烈的爱意都给予了徐志摩，但其发妻张幼仪的身影却久久

留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她选择和父亲

提前回国，并未向徐志摩告别。从她的决定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少

女在那一时期真实的快乐以及独有的智慧，大部分少女，往往会受

到感情的驱使一意孤行，甚至和整个世界进行抗争，还理直气壮地

告诉世人，她是在追求自由和爱情。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少女变得

不再年轻，她们便越来越能理解当初长辈反对背后的种种深意，但

青春不再，年华消逝，因为感情的羁绊，人生已经空耗了太多的时

光，身体和心灵都已经太过疲惫了。一个人将经历留在何处，世人

总会知晓，像林徽因这样女子，爱上的时候就热烈的爱，勇敢地说

出爱，该离开的时候就决然离开，不拖泥带水，她无所谓他人眼中

的传奇，只在意自己要过怎样的人生。作为一个女生，能在最好的

时候拒绝成为传奇的诱惑，抵抗住作祟的虚荣心，遵从本心，过最

真实的人生，实在难得。感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

会有美好的存在，也希望你们不管遇见什么、去往哪里，再回首，

收获的还是感动，这才是真正应该被我们用一生能够笑谈的美好。

第二天交作业时，她在作业本上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老师我

明白您班会课上讲的道理，放心吧，快中考了，我会把所有的精力

放到学习上的，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在她的作业本上画了一

个大大的笑脸。 

四、关心尖子生间的相互促进 

尖子生有助于促成更好的学习风气，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找寻更

为优质的学习方法。对尖子生而言，我们往往是争取让其展现榜样

力量的同时进一步产生有效的辐射作用[4]。这当中对于学生座位的

安排也是需要认真考量的。最开始我将尖子生分散安排在班级中，

给他们安排后进生作为同桌，但事实证明，弊大于利。目前，我一

般会安排层次水平较为接近的同学成为同桌，前后俩个位置尽可能

选择较为后进的学生，有某几个尖子生的同桌成绩虽然相对较差，

但前后两个位置尽可能安排其他尖子生。由此引起尖子生之间相互

鼓励，相互学习；而后进的学生学习压力和焦虑感也会有所减少，

而且还方便其在课后请教问题。在自然界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在一株植物独自生长的时候，看起来又矮又小，但它和其他同类别

的植物共同生长的时候，便能把根扎得很深，枝叶也更为茂盛，展

现出一片生机。这就是所说的“共生效应”。那如何在更为科学合

理地实现班级的“共生效应”呢？这就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5]。 

五、关心尖子生的自主学习 

注重发展学生自身的自主学习意识，换而言之，就是利用学生

自身的努力，创造并合理进行自主学习时间的安排，从而促使学生

更为主动地学习知识，以便更为有效地解决相应的问题，获取成功

的喜悦。成功的喜悦越强烈，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意识也就越发强

烈[6]，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尖子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水平较高，并且其学习特征及思维特点较为独特，其学习需要遵

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及思维“最近发展区”的认知规律，因

此，在教学时，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构建良

好的学习环境[7]。 

我觉得尖子生学习的自我完善意识及学习时间十分重要，我常

常会引导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你认为你在哪些学科上存在薄弱之

处，有哪些不足，你计划怎么提升，你每晚完成作业后自主学习时

间有多少，你会做什么……有一些学生说自己的自主学习不多，通

常就只是完成作业，我觉得在他的主观层面缺少尖子生的身份认同

感，自主发展的意识不够充分。于是我便问他：“你这种水平的人

若是都只能完成作业，那你和中等层次的学生的区别在哪里？学习

过程中的自主及优化又要从哪里提起呢？”自主学习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我不仅要告诉尖子生，还要告诉全班学生，而这也能进一步

促进尖子生，如果学生们都能认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习惯，那么尖

子生更会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8]。 

六、关注薄弱学科 

在学习方面，尖子生基本都存在薄弱学科，过去我认为这种情

况是无法改变的，但现阶段，我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是值

得去努力改变的[9]。我让他们意识到真正的尖子生或者说是优秀的

学生在不同的学科上有不同的方法，鼓励引导他们均衡发展，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某个学生的语文成绩不佳，特别是作文部分，而

且字迹也十分潦草，并且语文的自习课也常常不学习语文的知识。

于是我找到他进行交流，在沟通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学生并不讨厌

语文，而且对此也十分苦恼，同时还打算好好学习语文。所以后来

我对他认真指导，积极鼓励，严格要求，现在他除了字迹还有些潦

草之外，语文总成绩和作文单项成绩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逐渐

成为其优势学科。 

我觉得面对学生的薄弱学科，重点在于改变学生对于学科的想

法，让学生意识到学科的重要性，并能主动学习，这样学生的成绩

自然会慢慢提升。 

综上，尖子生的培养是一个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智慧的工作。

对待尖子生，要慎之又慎，精准培养，切不可麻痹大意、盲目乐观
[10]。好花需要慎浇水，好苗需要精施肥。只要心中有培养尖子生的

梦想，我们就能怀抱一轮明月，让教育充满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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