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5 期） 

1675  

教育科研 

大树下的小草，等待你的成长 
◆钟伟芳 

（浙江省松阳县阳溪小学） 

 
摘要：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以“后进生”这一概念取代了“差生”。但

是我们发现某些学生虽然在某一时期落后，但随着环境、教育条件的变

化以及他们的主观努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教育者们一提起“后进生”

总会引起不良的心理反应。其实，“后进生”他们都是来源不同，素质不

同。他们生活的地点、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内涵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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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这一现象在教育教学界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后
进生并不代表永远差，什么都差，只要教育者根据反馈信息，通
过诊断，充分了解学生是否具有学习新知识的知识基础和基本技
能，在这基础上调整学生的心理状态，激发、激活他们的学习动
机，建立他们的学习信息，都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转化。“后
进生”就像大树下的小草,没有阳光给予的温暖。我们应该像春
风化雨一样对症下药，进行教育促使他们尽早转化，大树下的小
草也能茁壮成长! 

—、以“爱”为前提，捕捉后进生的闪光点 
“爱”学生，就是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爱护学生

的自尊心。后进生并不是每个方面都差，但在教育中又往往过分
夸大后进生的弱点和缺点，产生一种厌弃心理，并或多或少失去
了教育信心，因而使他们更加自暴自弃，以致错误缺点愈来愈严
重。应该像苏霍姆休斯基那样：“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
来走路。”对待后进生要用慈母一般的心肠体贴他们，用火一般
的真情感化他们，善于发现每一个后进生的禀性、兴趣、爱好、
特长和长处，对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他们的微小进步，要倍加
珍惜，使那些微弱的火花点燃起来，增强他们前进的信心。这样，
就会让后进生不是感到自己暂时的落后是“一种不幸”，是“低
人一等’，而是从自己在老师帮助、鼓励下所取得的进步中看到
希望，从自己长于别人的地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以我班
的李同学为例，由于成绩很差，经常遭到同学们的白眼。久而久
之，他对同学和老师便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成绩越来越差。我
知道情况后，将其找来谈心。刚开始他还采取强硬的态度，不久
就被我的“真情关爱”所感化，开始向我吐露真实思想。他说“别
人要他好，他偏不高兴干”。在对他晓之以理的基础上，我加倍
地关心他，安排好同学帮助他，再也没有同学歧视他。爱是一种
力量，爱也是一种精神支柱，终于使他金石为开。 

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后进生总有潜在的某一方面的才能和好
的品格，每当这种光点闪烁时，也正是对他们引导的最好时机。
因此，我使用“放大镜”寻找后进生身上的每一个哪怕是十分微
小的闪光点。当他们有点滴进步时，着力给予表扬，鼓励，让其
产生一点“成功感”。原来有一学生，他爱打电子游戏，旷课是
常事，说服教育无济于事，我发现他美术感兴趣。于是，我让他
参加黑板报的编辑，并与之谈心，慢慢地他把心收回来了，我因
势利导，说：“黑板报这么复杂的工作你都能做好，还有什么学
不好的呢？”他比以前干劲更大了，学习成绩有大幅度的提高。 

二、平等待人，给后进生一个自信的支点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孩子的过失不管多么严重，如果不是

出于恶意，就不应该责罚他。”后进生因其心理过程和经历过程
的某些特殊性，往往比其他学生容易犯错误。因此，教师要冷静
地对待这部分学生的过错。切忌讽刺、挖苦、体罚，而是要在平
等、和谐、融洽的关系中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真正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一般来说，后进生的自尊心更强烈，他们最反感教师
的冷眼和讽刺，最不愿与看不起自己的人打交道。因此，每当学
生萌发缺点错误时，我不大声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地和他们促膝
谈心，共同分析错误的原因，并帮助其制定改正错误的措施，找
到努力的方向。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自信心强，大脑思维就活
跃，容易产生灵感和创造力；反之，缺乏自信，大脑活动就 受

抑制，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一座大城市的心理研究所对中小学
生进行过调查，有两个结论发人深省：一是智商很高和智商很低
者，各仅占 2%左右；二是学习不好的学生 95%智商不低。这说
明学习的后进生，究其主要原因是非智力方面，是对自己没有信
心造成的。毛泽东曾说过：“人生自信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我尽力多给予这些学生一个平等的空间，不歧视后进生，让他觉
得自己在老师心目中是受重视的，是重要的，让他们明白学习的
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多鼓励他们，让他们在一点点的进步中，
找回学习的乐趣，给后进生一个自信的支点！自信是学习健康发
展的动力，它能激励学生不断克服困难，努力进取。我平时多给
他们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们会慢慢对学习重新树立信心。他
们情绪低时，可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期待之，帮他们燃起自
信之火，扬起进取之帆，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理解，
期待与信任，让他们感受到生活是充实的、美好的，该积极地去
面对。在课堂上，我多为后进生创造受表扬、鼓励的机会和条件，
增强其自信。在教学中，我对一些后进生估计有把握回答好的问
题，尽量让他们先回答，说不完整的，再加以点拨。在同位互助
学习或小组讨论学习中，总是让他们回答一些：“讨论好了吗？”
或“你能说一说吗？”等简单的对答式回答。让他们在心理上得
到一种补偿，消除他们的心理负担。如果说对了，借此表扬，让
后进生觉得“我能行！”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就能扬起
后进生自信的风帆。一点小小的突破，让后进生体会到了做人的
尊严，于是后进生的转化便从这里开始了。 

作为一名教师应激发后进生的荣辱观，尊重他，给其以信任，
并相机引导。我班上有个叫周浩的学生，是个出了名的调皮鬼。
不爱学习，考试经常不及格。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提问，几乎没
有同学举手，但他却随口说出了答案，我相信刚才的课上他是认
真听了，并且还开动了脑筋。于是在以后的语文课上我就为他创
设显示他才能的机会，激励他的自信心。经过一学期的努力，他
渐渐喜欢上了语文，并逐渐喜欢上了其它学科。同时我又利用他
学习上的点滴成功，引导他学会在行为上自我控制和完善。使其
优点不断巩固发展，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三、努力创设好班集体，优化后进生的心理环境。 
我认为后进生在一个班集体中生活，那么优良的班风、全班

学生的群体风貌与优秀生的榜样力量，对后进生的转化具有一种
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应该努力建设好班集体，通过班集体的力
量，营造一个团结奋发的良好氛围。使后进生们在班集体中感受
到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亲切、信任，也使后进生感到集体的温暖。 

四、家长与教师配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背离了正直、友善、

善良的人格品质，影响到学生，使得一些学生变得自私自利、惟
我独尊。并且有些家长怕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到同学的欺侮，教
学生如何对付别人。因此，班主任必须引导家长与教师配合，一
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通过平时与家长交谈了解家长
心理，抓住家长的心理进行引导，并且在家长会上学习讨论一些
有关教育方法的剪报与书籍，使家长认识到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的重要性及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在家长的配合下，从身边的
每一件件小事抓起，逐渐渗透，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形成乐观向
上的人生态度，立志于为人民多做贡献。 

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对学生心灵的影响所产生的力量，
无论什么样的教科书，无论什么样的思潮，无论什么样的奖惩制
度都是代替不了的。因此，在对后进生转化过程中，我尽力用自
己的爱心和责任感去激励、感化、引导他们，让他们转变为自主、
自信、自强的有益于社会的人。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相信自己用热心、耐心、诚心去感染
学生、教育学生，定会收到“润物而无声”的良好效果。而我也
确信,大树下的小草终有一天会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