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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错大惩，大错薄戒 
◆徐  微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四中  163700）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故事。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他因经营技巧高超、

管理方法先进，被誉为“经营之神”。他手下的一位厂长，平时
即使只因为打电话的方式不当，也会受到他的严厉斥责。一次，
工厂失火，损失了很多财产。这位厂长十分恐慌，以为不被革职
也要降级。不料，松下幸之助并没有惩罚他，只对他说了四个字：
“好好干吧！”这使他更加心怀愧疚，对松下幸之助也更加忠心
效命，并以加倍的工作来回报。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做法，其实巧妙地抓住了人的心理，也体
现了他作为一名管理者的智慧。在犯小错误时，当事人多半并不
在意，因此需要严加斥责，以引起他的注意；相反，在犯下大错
误时，傻子也知道自省，因此就不必要再去给予严厉的批评了。 

在班主任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对于学生们所犯的各类错误，
“小错大惩，大错薄戒”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我和我
的学生们约定：在我的班级里，犯错误时， 小的惩罚是请你同
学表演一个节目，表示歉意；大一点的惩罚是，请你为班级做一
件好事，以弥补你的过失； 严重处罚是写一份 800 字的心理活
动说明书，写清楚犯错误前、犯错误过程中和犯错误后的心理过
程，并在班会上当众检讨来警醒他人。 

开学后不久的一次间操，主楼上方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刚刚结
束的学校运动会的一些精彩图片。我注意到班里有两个男生一边
做操，一边抬头看大屏幕。间操结束后，我把他们两个留在了操
场上，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他俩在班会时间当众检讨，
并利用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帮助几个新来的同学学操。起初，
他俩觉得我有些小题大做；事后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俩：其实通过
这次的惩罚，我想让他们认识到：在刚结束的高考中他们失利原
因就和这次间操挨批评的原因是一样的。不是没有做，而是做的
不够认真。想要获得成功，就要学会做事聚精会神、学会排除干
扰。 

一次高三年纪召开高考动员会。会前各班唱班歌活跃气氛，
我班的的座位比较分散，因此班歌没唱出气势，随后我注意到有
几个学生在私下里小声地互相指责。为此我专门开了一次班会，
严肃地批评了这几个人，并要求他们写“说明书”以认识自己的
错误。我想让他们知道：作为一个集体，困境中的一次失败并不
重要，但是不能失去伙伴之间的相互扶持与信任，这是一个集体
凝聚力的表现，也是共同迈向成功的关键。 

小瑞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工作很尽责，间操组织得井井有条。

一次，我发现他在数学课上睡觉，批评他时，他说：“我就是太
困了。再说，我不过就是睡觉，又没有影响到别人！”显然，他
觉得这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可我却觉得这体现了他学习意识
淡薄的大问题。于是我与他母亲商量让他回家休息两天，给他足
够的时间补充睡眠！这回他急了，他觉得我这么做既让他丢了面
子，又耽误了他学习。我告诉他，其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上课
睡觉都在实质上耽误了学习。上课睡觉了只是错误的表象，真正
需要纠正的是他那颗对待学习依旧松懈散漫的心！另外，如果我
对他的这种行为不闻不问，也会给其他同学带来“上课可以睡觉”
的这种错误认识，实际上已经对别人产生的坏的影响。那次之后，
他很珍惜在学校里的学习时间，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后来有
一次，他与外班同学发生矛盾，冲动之下动了手。当时学校给他
记大过处分，他也为此情绪很低落。既然学校已经在校会上对他
进行了通报批评，我就不需要他在班会上检讨了，但还是要有惩
罚的。我要他负责组织两次大扫除，他欣然接受。待他毕业后，
再次与我谈到这件事是说，其实那次他害怕极了，他觉得我可能
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收拾”他一顿，甚至借机把他赶走。 

其实，学生往往不重视，不在乎他们日常学习、生活中出现
的一些小错误。然而，有些细小的错误，常常是他们做事的态度
出现问题而引起的，积累起来危害无穷。如果我们不能给予适时
的提醒、及时的纠正，往往会养成学生不良的做事习惯，甚至导
致他们的价值观出现偏差。 

相反，当学生犯了大错误，连不成熟的孩子都很清楚错误的
严重程度、犯错误的原因、该如何改正等等；正处在内疚、痛苦，
需要安抚的时候，我们非但不去抚慰那颗脆弱的心，也不等孩子
从挫折感中恢复出来，就在现场声色俱厉、措辞严苛地数落孩子，
甚至将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都翻出来数落一遍，往往不但达不到
适时教育目的，有时还会引起学生极大的逆反心理，使他们突然
间失去了内疚感，反而以无理狡辩来反抗师长、保护自己。久而
久之，他们就有可能变成令人头疼、不可理喻的“问题”学生。
认识到了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惩戒的目的其实是杜绝再犯错误
的可能，而不在惩罚的手段。小错大惩，并非不讲情面，而是防
范其终酿大祸；大错薄戒，让孩子感受到老师的人情味，更有利
于对其进行心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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