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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邢博焱 

（沈阳师范大学） 

 
摘要：赏识教育，即是在立足于学生差异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行

之有效地教育方式。挫折教育，即是要让学生具备挫折意识，培养学生

意志力、让学生能够具备克服困难与挫折的能力。当前，赏识教育与挫

折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被广泛运用与中小学教育当中。并获得得了教

育界的高度认同，赏识教育能够带给学生充分发掘自身的潜能，增强学

生的自信心，有效地提升学生各门学科的学习水平、而开展挫折教育，

能够让学生具备“愈挫愈强”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有效地战胜挫折。因

此，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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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小学教育中，通常会将赏识单纯视为表扬，其实，
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区别，赏识并不等同于表扬，但在中小学的
教育教学实践中，较多会运用到赏识这一形式。但是，这种方式
虽然较为常用，却是较难进行运用。从某种意义而言，赏识也即
是一种良好的心态，其涵盖了关爱、尊重、互信、包容、激励等
各个方面，而对于表扬而言，其为一种外化的赏识方式，表扬也
即是一种对学生的评价，是教师与家长借助于相关的语言，来体
现出成年人给予孩子的一种肯定与激励。因此，赏识与表扬两者
之间并不能进行等同，较之于表扬而言，赏识的形式与内涵会更
加的丰富。有效地赏识教育，是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所具有的优
点，并对学生进行赞赏与激励，从而让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信心，
能够促进学生努力学习、健康生活，并能够让学生不断的获得进
步。但是，在中小学开展赏识教育时，必须真正的做到行之有效
来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也即是赏识学生必须做到慎重赏识。教
师在赏识学生所具有的优点的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还必
须教育学生来客观全面的看待自身，并寻找出自我所具有的优点
与缺点，例如，在学习与生活当中，一些中小学学生不能做到客
观全面的进行自我评价，如果学生仅仅只是看到自身所具有的优
点，而看不到自身的缺点，就容易让学生产生骄傲自满的心理，
而这种心理是不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发展与进步的。学生
只有客观全面的看待自己的优缺点，才能真正的做到发挥自身的
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让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如此一来，
才能真正的体现出赏识教育的精神。 

挫折认知能力，即是人们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的一种思想意
识与行为方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的挫折认知能力。在教学实践当中，教师可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
让学生能够懂得一些人生哲理，通过理论知识来指导学生进行实
践运用。例如，教师可推荐给学生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励志的课外书籍，让学生从书中的主人公的
如何面对困难与挫折的生活经历，来获得一定的启发与教育。同
时，教师也可为学生展现出一些现实生活当中面对困难与挫折的
实际案例，让学生能够通过这些实际案例，较好的学习与掌握挫
折认知能力。使学生能够从中认识到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必
须去珍惜生命、爱护生命，在面对人生当中诸多的困难与挫折时，
是勇敢的面对困难与挫折，还是逃避困难与挫折。这两种对困难
与挫折的不同认知方式，可依此来判定学生是否具有正确的挫折
认知能力。如此一来，就能够让学生勇敢的面对困难与挫折，并
能够将困难与挫折视为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动力。 

在中小学教育当中，教师设置适度的期望，有助于学生充分
发掘自己的学习潜力，有效地激发学生朝向教师所设置的期望方
向来进行学习与发展。但是，倘若教师对学生具有较高的期望值，
就必然会让学生不能有效地预估自身的学习水平，或是让学生不
具有充足的学习心理准备，因此，就会导致学生形成一定的挫折
感，从而让自身学生缺乏自信，现今的中小学学生接受挫折、抗
挫折的心理能力较为薄弱，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与教师对学生的
期望值过高具有紧密联系的，教师不仅要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要真正的相信学生能够做好。教师应立足于学生的自身的学习心
理特点、认知理解能力。在日常教育教学当中，寻找到良好的教
育契机，对于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所表现出的点滴进步，教师
都要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充分运用赏识教育的方式，来行之有
效地激励学生既要继续发扬自身的优点，还要改正自己的缺点与
错误，从而有效地改进与完善自身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从而
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并将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进
行紧密衔接，对学生适度期望客观评价，让赏识教育与挫折教育
形成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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