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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班级管理中问题儿童教育的有效性 
◆黄  灿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401147） 

 
摘要：要想教育问题儿童，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产生的原因。众所周知，

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主要来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紧密联系，缺

一不可。如果某一方出现了问题，就会促使问题儿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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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问题儿童,是指具有经常扰乱他人或阻碍自己身心健
康发展的行为，不能遵守社会公认的儿童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
不能正常与人交往、参加学习与活动的儿童,他们具体分为退缩
型问题儿童和攻击型问题儿童两类。如果说退缩型问题儿童仅仅
影响的是自己，那么攻击型问题儿童不仅影响自己，也可能伤害
他人，甚至对整个班级造成不利的后果。今天，笔者就问题儿童
的教育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对于任何班主任来讲，都不想遇到问题儿童，但是从现实来
讲，任何班级都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优秀，始终有些孩子会不爱学
习、行为怪异、调皮捣蛋，只不过是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且
据调查，现在问题儿童的人数还有越来越上升的趋势，找出解决
的方法，实在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要想教育问题儿童，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产生的原因。众所周
知，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主要来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紧
密联系，缺一不可。如果某一方出现了问题，就会促使问题儿童
的产生。 

一，家庭教育的缺失。 
孩子的性格养成期，关键是 0 到 3 岁,在进入学校前，儿童

就已经在家里中接受了广泛的教育,因此,家庭教育起着重要的奠
基作用。 

但是当今社会，各种教育观点百花齐放，家长受到不同，甚
至是矛盾观念的影响，对如何教育孩子产生了困惑。但这并不是

可怕的，至少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受到了教育的，更
可怕的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伤害。 

笔者有一个学生，在一年级的时候只是一点小调皮，但由于
父母离异，并且双方未能友好处理彼此关系，不断在孩子面前指
责对方， 终给孩子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害，导致表现越来越恶劣。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可以说是孩子的知识增长、智能培
养、品德陶冶、习惯养成的关键，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满足，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关怀，能够与自己沟通交流、分享快乐、
分担痛苦。一旦孩子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成为问题儿童。 

二，学校教育的放任。 
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提供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外界的约束和

强制，从而为学习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但是问题儿童，往往
会破坏这种良好的氛围，还让班主任花费大量的时间教育，并且
收效甚微。长此以往，班主任就不再耐心了解，而是简单粗暴、
大声呵斥，导致问题儿童的问题更加严重。 

三，社会教育的复杂。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信息的传递越来越迅速，社会中暴力、

色情、罪恶，铺天盖地的向儿童涌来，他们正处于性格的成型期，
缺乏明白是非的能力，来者不拒，这也是问题儿童产生的诱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而班级就是教
育的具体实施点，因此班主任被寄予了厚望。那教师在班级管理
中应该怎样对待问题儿童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一，增强家校沟通，促使问题儿童改变。 
孩子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社

会的稳定，国家的前途。因此，要教育问题儿童，必须要找到矛
盾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 

问题儿童的出现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对他们的转化必须得到家长支持和配合。班主任需要给予问题
儿童更多的关注，全面了解问题儿童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

密切和家长的联系，随时沟通，以便更好应对各种情况。另外，
还要建议家长努力改善家庭环境，改进教育方法，与教师携手合
作，促进问题儿童的转变。 

二，创设良好班级氛围，使问题儿童产生积极心态。 
1.调整自身心态，接受儿童特殊。 
一个班级，一旦有了问题儿童，可能会拉低成绩、可能会影

响班风，班主任只能长期围着他们转，弄得身心俱疲。教师的眼
睛有时候比 X 光还要厉害，就好像能通过这些细枝末节看到了
孩子未来可怕的人生，但静下心来想想，有的其实也是孩子正常
的成长轨迹，不要刻意放大问题。 

班主任都想转化问题儿童，但不能回避的是，问题儿童从行
为、思想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固化，要想改变并非短时间
的事情，这需要班主任保持良好的心态、足够的耐性，接受他们
的特殊性。 

2.传递正面情感，以爱感染特殊儿童。 
巴特曾经说过：“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

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
夏丐尊也说过：“教育不能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
没有水就没有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由此可见，爱在教育
中的重要性。当儿童发现自己得到的、表现的不一样时，才会用
叛逆来掩盖，用不同来吸引，实际就是在寻求关注。 

问题儿童特别的敏感，当班主任在教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
语言的技巧，还要注意表情和行为，避免触及他们脆弱的内心。 

笔者接触过一个有孤独症的女孩子，她总是孤独的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通过和家长沟通发现，她就
是在典型的缺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父母离异后跟着母亲，
但母亲因为忙碌一直未能很好的陪伴，导致出现了问题。在了解
到这种情况后，笔者心生怜爱，主动和她交流谈心，但是情况一
直不理想，后来才发现，只通过语言传递的正面情感过于苍白，
便用温柔的眼神、和善的笑容，她喜欢的话题沟通，甚至有时候
发现她头发凌乱，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帮她梳头，拉近彼此距
离。慢慢的，她才敞开心扉，越来越爱与别人交流。 

赫而巴特说：“孩子需要爱，特别是当孩子不值得爱的时候”，
当我们在面对问题儿童的时候，应该牢记这句话。 

3.引导同伴互助，整体氛围融洽。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每个人的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问题儿童更需要轻松舒适的成长环境，因
此在班级里，同伴的关爱和帮助就显得越加重要。 

班主任应该利用队会、品德等各种活动，给学生传递积极正
面的思想观念，懂得如何对待同伴，并把这种认知付诸实践。当
然，问题儿童虽然特殊，但却不能真正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放在特
殊的位置，否则他们会更难以融于班级。 

阿德勒指出：决定我们行动方向的，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而非事实本身。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带着好奇与懵懂,在
家人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赋予家庭幸福与希望，我们不应该
给孩子贴上标签，这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不适应而已。作为
班主任，应该倾注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引导这些所谓的“问题儿
童”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得到适应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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