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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宽待“他”的慢慢长大 
◆王志友 

（容城县东牛南庄小学  河北保定  071700） 

 
摘要：学习和生活中小学生出现错误是很正常的事情，教师的工作除了

传道授业解惑，还应尊重信任和关爱学生。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遇

到困难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学生出现错误时，我们作为教师不应急
于求成，应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课堂教学出发，

引导学生认识、分析错误，让学生从错误中感悟收获，经历由“失败者”

向“成功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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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每个人都喜欢夸奖，

尤其是小学生很需要老师的肯定，理解和信任，喜欢得到老师的
鼓励和表扬，这不仅是对他们自身努力的肯定，更能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和自豪感。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学生都会
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作为老师，面对犯了错误的学生，批
评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因为它犹如医生的手术刀。这也是教育
的艺术，理解信任学生会赢得学生的信赖和敬佩，更有利于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 

一：多理解和信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

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社
会环境、自身的心理素质不同等方面的影响，学生中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有的勤奋守纪，有的厌学做坏事。作为老师，要正视学
生的差异，对于问题学生，要从关爱的心态出发，对他们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用人格力量去感化他们。我们班上的李晓西同学
平时学习懒散、经常不完成作业，上课有时候也无精打采，甚至
打瞌睡。我上课不时提醒他也不见其效果，找他谈心都没有多大
效果，好一阵坏一阵的。后来我联系他妈妈了解情况，原来他爸
爸出去打工给他买了一个手机，目的是家里没人方便有时候联系
他。但是没想到李晓西却用手机迷上了网上玩游戏。渐渐他越来
越沉迷，自己难以自控，导致睡眠不足了。了解了这一情况我建
议她妈妈没收手机，同时跟他约法三章。有需要才给他打电话用。
然后我又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只是控制不了
自己，所以他也默默的接受了。可是有一天他妈妈气冲冲地给我
打电话说李晓西偷了她藏起来的手机一定就把手机藏在书包里。
下课后，我找到他并向他了解情况。他矢口否认。我也没有简单
粗暴地搜他的书包。我很婉转地，以商量的口吻让他看看包里有
没有妈妈不经意错放的手机。当着我的面，他翻遍了书包的确没
有手机。孩子泪汪汪地很肯定地说是妈妈不信任自己，冤枉他。
看着他委屈的样子，我很诚恳地对他说：“老师相信你没拿手机。
或许是你妈妈太心急了，因为妈妈太担心你拿手机玩游戏了，她
太担心你的手机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她错怪你了，你要原
谅她啊！她是太紧张你了。”孩子点了点头。快放学的时候，家
长给我电话说找到电话了，是错怪了孩子。我批评家长粗心，同
时提醒家长一定要就这件事向孩子道歉。 

事后不久，李晓西在我们组织以“老师，我想对你说”为主
题的班队活动中，他在给我的留言上写着：“王老师，我想对您
说，谢谢您信任我！您是我的好老师！我会好好学习，争取进步
的！”我深深的感到老师对学生的信任，或许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二：关爱学生，静待花开。 
作为班主任，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学生。只有热爱学生才能全

心全意地、想方设法地教育好学生；才能以真情实感去感化学生、
温暖学生；才能做到耐心地、诲人不倦地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令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我们班的何丽辉同学来自离
异家庭，跟随母亲生活，他母亲性子比较急，有时候教育方法比
较简单粗暴。于是何丽辉同学心里有点叛逆，他觉得妈妈不爱他，
不信任他，不理解他。他不愿意跟妈妈谈心里话。在学习上表现
得过且过，不求上进。一次家长会后，我留下他妈妈，跟她了解
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同时向家长反映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原来，
放学后，他妈妈把他送到托管中心，妈妈认为自己花钱请托管中

心的老师辅导孩子就是负责任的好妈妈了。但是，他在托管中心
做作业也是马虎了事，甚至不完成作业。妈妈花了钱，却没看见
孩子的进步，相反，孩子好像比以前更加吊儿郎当，好像专门跟
家长对着干。妈妈气急败坏，失望，愤怒。之后，我找何丽辉谈
心，了解到，孩子认为妈妈送自己去托管中心是因为妈妈不想陪
伴他、嫌弃他。我当即纠正他的误解，我让他明白他妈妈是认为
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妈妈以为宁可花钱也要给孩子更好的学习资
源。何丽辉同学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他来自离异家庭而产生的被忽
略被遗弃的焦虑情绪。他试图通过自己叛逆、懒散、违反纪律等
等不好的行为来引起父母的关注。这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爱的渴
望。作为班主任，我了解到这些后，我与他家长沟通。我建议家
长合理安排时间陪伴孩子，多跟孩子沟通。要让孩子感受到妈妈
的陪伴，妈妈的爱。家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果然，慢慢的我发现
孩子脸上多了笑脸，孩子开心了，听话了......学习也在进步。 

每当孩子闯祸被老师批评，甚至被其他学生及家长告状的时
候，作为孩子的父母，你或许会感到焦虑、头疼、羞愧，甚至恼
羞成怒，迫不及待地想要教训孩子…… 

所以我们的言行举动一定不要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如果那样
不仅难以起到教育效果，甚至可能为孩子下一次犯错推波助澜。
很多时候，我们怨天尤人，埋怨学生不够懂事，埋怨好心得不到
好报。其实静下心来，想想平日里那些毫不起眼的孩子，那些尽
惹我们生气的宝贝，原来也都有可爱的一面。猛然醒悟：其实，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是有时匆忙的步履，泥泞的心
情遮掩了我们的双眼；繁琐的工作，忙乱的头绪，钝化了我们的
敏锐；成绩的镣铐，升学的压力扰乱了我们的心智。所以我们看
到的，更多的是学生的缺点，而忽略了那一双双天真的眼睛,那
一颗颗纯洁的心灵。 

所以，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不要急于批评和处罚，要用一
颗平常心来看待学生的错误。应该持一颗宽容之心，学会包容、
善待他们，用爱支撑师生共架的心之桥梁。真心善待每一个犯错
误的学生。相信爱心会像春风细雨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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