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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用情去感染  用境去熏陶  用活动去改变 
◆刘万代 

（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镇小学  黑龙江宁安  791421） 

 
我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

在使用新教材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使我深切感到：课程的对象实
施者都是活生生的人，在人性中普遍存在着需要被肯定，被任可
的成分，正如哲学家詹姆士所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
渴望被肯定，这就是人性。” 

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教育就是教育者本着肯定人、相信人的
教育思想去理解、任可、赏识、鼓励人，所以作为课改教师的我
来说，在对学生德育教育上，也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做法： 

一、采用情感渗透法“调节学生的心态” 
我在教育事业上已三十多年，我常想：人们将我们教师比作

园丁和蜡烛，那么我们又何尝不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呢？我
们教师应该让每个学生在拥有强健体魄的同时，还拥有一个健康
的心理。 

例如：学生杜文博，个子不高，目光中总流露出对人的不信
任，他还不团结同学，不思进取。我对他严厉评比后，他不但不
改，反而与我有抵触情绪，难道学生不怕老师，难道我的工作方
法不正确，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我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方法，
开始以心理教育为切入点，以塑造其健康心理为最终目标。此后，
我利用课余时间与他交流，探讨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怎样做
一个受欢迎的人等，班级的一些重要活动，我都鼓励她参加，并
对他说：“老师对你有信心，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渐渐地他安静
了，轮到他值日，教室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
尤其在公开课上，他的回答总是很有条理，迎的听课教师的好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上周他在家和弟弟玩耍，弟弟用铅笔把
他的眼睛划伤，看着他的眼睛用药布包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觉得他很可怜。在课堂上，我十分地去关注他，发现他累了，我
就让他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每到这时，他都向我投来既感激又
亲切的目光...... 

我觉得教育无小事，往往一件成人看不上的小事，对孩子却
可能有一生的影响，所以我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是每位教师必须面
对的一个新课题。 

二、利用情境让学生去体验、感悟，从中受到教育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需

要教师利用这样的生活、学习坏境去尊重、平等、宽容的对待他
们。使他们在有效的环境中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震撼，从而有所体
验，有所感悟。 

（一）利用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教育 
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使我感到最难管也最难教育的要数单

亲离异的孩子，单亲离异家庭由于父母感情不和，孩子得不到健
全的爱。因此，孩子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内心
的行动会逐渐转化为外在行为上，最明显的要数我班张旭同学。
记得前几天，我班学生丢了 5 元钱，一个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说：“张旭以前就偷东西，准是他拿的。”随后，我经过调查钱确
实是他拿的，我当时真想把他爸爸叫来狠狠的地说他一顿，但我
又一想，他爸爸经常棍棒教育他，他是个可怜的孩子，如果此时
告诉家长，他肯定躲不了皮肉之苦。课下，我把他单独叫到办公
室，给他讲了盗窃犯的成长轨迹，但对张旭起不了多大作用。我
心里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学生需要马拉松式的战争。前些天上
微机课时，王老师放在桌子上的钢笔丢了，我班学生又都把目光
投向张旭，我想：“张旭在同学心里爱拿别人东西已经有了很深
的烙印，只有用事实去改变同学们的看法。”正在我为难之际，
王老师找到了钢笔。我就此来教育全部同学，告诉他们不要随便
冤枉人，并表扬了张旭同学。从此以后，他在班级的表现得到了
同学们的好评，上课积极发言，班级的活抢着干。看见他的改变
使我感到：情境教育的巨大作用，教师要准确及时地把握情境这
块天地，运用巧妙恰当的方法去改变每一个学生。 

（二）利用教材中的情境进行教育 
新课程中的教材都是具有一定情境的内容的，我认为教师在

教学中充分利用好这部分教材，使学生在学习兴趣昂然之时，从
中得到德育的渗透。 

现在的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体现爱，有表达师生的爱的课文
《春天的雨点》，有表达母子之爱的《妈妈的爱》，有表达父子之
爱的《爸爸和书》，有表现伟大母爱的课文《妈妈的葡萄》。 

记得在教学《爸爸和书》一课时，当学生被爸爸为了给孩子
买书却把坐公交车的钱花去了，只好大雪走回家所感动时，我灵
机一动，让学生猜测一下这个男孩在学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
生？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认为他是一个懂事、爱学习、纪
律好的学生，我又顺机问：“你看咱们班谁的纪律差些？谁不懂
事呢？”同学们都纷纷向纪律差的学生投去了目光，此时那几个
同学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为了使全班同学都受到教育，
我又提议进行一次交流活动，题目是《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
孩子》。这下同学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也使我看到了，听到
了课堂上不知道的事情，同学们有的说有钱家的孩子在和我们玩
游戏时，很耍赖，有时我们不愿意和他玩，他就给我们小食品吃，
让我们给他玩。还有的说他们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把父母当做
佣人呼来换取，听到这里令我心头一震，觉得现在的孩子在家娇
生惯养，思想活跃，模仿能力强，简直是“小大人”，使我意识
到，不教育是不行的！当天下午我就利用一节课时间对全班学生
进行一次德育教育，我采用了辩论式的形式来进行的，通过一节
课的辩论，同学们都意识到穷人家的孩子有志气，爱学习，富人
家的孩子缺少的是不努力，不求上进的精神，经过我的一番讲解
后，使学生意识到了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知识，知识
是打开智慧大门的钥匙，从而学生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
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将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语文教材内容不就是一个情境教育的阵
地吗？教师要灵活地去运用这个育人“蓝本”。 

三、给个性学生发展的机会，减轻学生学习压力 
当我还是学生时，我的老师称呼学习不好的学生为差生，参

加工作时，强调不能说差生，只说后进生。在课改的今天，“后
进生”依然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体现不出人文的关怀，要称“希
望生”。称呼的不断改革，说明了不应把提高学生文化成绩作为
唯一的目标，要让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发展，才是我们所追求
的，所以我特别关注每个学生的不同发展，不同爱好，不同环境
下培养出的不同性格，在我的课堂要给他们个性张扬的舞台。 

例如：数学课上，我每次都给思维敏捷，有分析能力的同学
去前面讲解的机会，给好同学帮助学困生的机会，使不同程度的
学生在一节课中都有所收获，满足了学生在同学面前表现欲望，
使他们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语文课上，尽量根据学生爱好不同，给学生个性的培养。
如：学完一篇课文，爱好画画的同学，给课文附上美丽的画面，
爱好创作的同学，给课文附上美丽的是诗歌。 

这样以来，使学生都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而且在生与生交
流中，又互相起到促进作用，久而久之，使学生感到学习是新颖
有趣的，产生愿意学习的愿望，同时，也使学生的身心能健康的
发展。 

四、利用班队会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 
每周班队会内容除了学校规定的内容外，我还根据班级随时

出现的情况，学生思想状况有所改动与补充。 
如：讨论一下应该怎样与人谈话或交流？讲一讲你的进步？

说一说你的新发现？一节课给你带来的感受？等等我认为这样
的内容是发生在学生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他们会很感兴趣的，
愿意去说、去交流、去表现、去表达，只要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调
控好，我想学生在思想教育下，也能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总之，对学生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不能盲目地去追求结
果，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要随着学生年龄、心理、心理的改变
去捕捉一些学生想要的教育，这是我们教师今后要探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