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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城乡交界处问题学生教育策略实践探究 
◆邢祥红  杨振勇 

（邢台市第三十一中学  河北邢台  054100） 

 
摘要：对问题生的教育策略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学生加强思想教

育，改造他们思想、心理上的不积极因素，使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处

世观、价值观，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促使其思想、行为的华

丽转变。二是通过建立制度，打造各种活动，实施外部控制，规范问题

生的不良行为，提高他们的自信力和自制力。内促外控，合力于一身，

达到转化问题生的教育目的。 

 

 

本文所指的“城乡交界处”指学校的地理位置、教学设施、
教学模式等有着鲜明的城乡结合部烙印，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家
庭教育水平。具体到实验学校则是指地处河北省邢台市与沙河市
窑坡村交界处的邢台市第三十一中学。 

问题学生是指与同年龄段学生相比，由于受到家庭、社会、
学校等方面的不良因素影响及自身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因素，从而
导致的在思想认识、心理、行为、学习等方面的偏离常态，需要
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解决问题的学生。在对问题学生形成的原因
调查研究分析之后，课题组成员针对学困型、心理型、行为型三
类问题生开展不同方式的教育策略，收到了很好效果。 

策略一：思想教育 
1、改造问题学生的个人思想。思想是一个人行动的向导，

树立了正确、积极的价值观，问题学生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
逐渐地纠正。结合城乡交界处问题学生的特点，课题组成员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第一，帮助问题生正确认识周围的社会，树立积极、正面的
处世思想。课题组成员用成人成熟、积极、正确的处世态度去引
导问题学生关于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正确解读某些负面新闻，
使问题学生明白，真善美是社会的主流，假恶丑虽然存在，却是
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通过说教、谈心、班级活动、主题班会、
向家长发送喜报等方式首先在问题生心中树立“要成才，先成人”
思想意识，这是问题学生改变的开端。 

第二，让问题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即明确知识在其
一生中的作用。由于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多问题学生认为课堂学
习的知识无用，因此学校、教师、家长要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参
与到社会实践中，课题组成员请专业的工作人员给学生讲解相关
知识，让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贯通，甚至让问题学生参与生
产，如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劳动，让他们感受劳动的不
易，应该珍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再者让家长带领问题
生到工作的车间去参观，感受工人的艰辛付出。在日常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教师经常对学生渗透关于对大城市及高精尖科学的知
识讲解，鼓励问题学生凭借知识实现理想。 

第三，做好问题学生的心理工作。心理障碍性问题学生思想
要扭转，第一步是要适应他们的心理，学会与他们沟通，建立了
“语言”上的无话不说，对他们思想就有了清楚的了解，说服教
育就有了沟通的基础。第二步是逐步改变他们的不良行为，让他
们参与班级的管理活动，适时进行表扬和赞许，让他们感到“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引导他们向健康正确的方向上迈步。第三
步是不断地坚持和帮助他们，包容他们的错误，赞扬他们的优点。
把他们的进步及时通知给家长，使家长与老师配合起来，推助他
们改正不良心理行为。 

2、通过师长关爱，提高家长教育素质等策略转变问题学生。
老师和家长之所以给问题学生打上“问题”的烙印，是因为这些
学生的发展偏离了老师与家长的期望，从而形成对抗，陷入恶性
循环。因此，“爱的付出”是教师和家长的必须选择，教育智慧
万千，但万变不离一个“爱”字。 

首先是爱的付出与自信心的培养。问题生症结在于缺乏爱，
或者说缺乏适当的爱与自信心，从而自卑。因此学校、家长和教
师要形成合力，对问题学生应更多一份爱的付出。多一点鼓励、
耐心、宽容、坚持，这样问题学生就会多一点自信，少一些自卑，
多一点阳光，少一些阴暗。在自信心的鼓励下，人往往更能接受

别人的意见并改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华丽转变。 
其次，办好家长学校，加大对问题学生家长的培训力度，快

速提高家长教育素质。①加强城乡交界处家长与学校的联系，建
立长期有效的家校联系册，通过微信交流、电话家访、家访等形
式实现家校时时互通，表扬他的成绩和进步，出现的问题共同解
决，形成教育的合力。②我们与学校领导协商，定期组织问题学
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相关培训，提升家长的教育智慧。③学校
和社区给家长提供相关家庭教育的书籍，以提高问题学生家长的
教育素质，除此之外，课题组成员还利用家长会时间请优秀家长
做报告，提供良好而可行的教育范本。 

3、课题组成员借助社会力量改进问题生。课题组成员积极
与社区、村委、派出所取得联系，在街道的板报上宣传社会主义
价值观等内容，尊老爱幼、遵守法纪、学习雷锋、法制讲座等一
系列正能量的宣传教育时时影响着学生，同时社区、村庄每天早
晨的广播、定期组织居民参加学习培训、聘请专家解读中央政策
等一系列的活动措施无形中也影响和改变着居民的思想，改变着
居住环境的社会风气，提高了人们的道德素养，转变了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观念。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认识观、世界观、人
生观逐步走向了正确的方向。 

策略二：品行、规范教育 
课题组结合不同类型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并尝试通过

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转化学生。 
1、品行管理是保障，规范从“法”开始 
课题组在深入的研究中发现，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巩固和延续

思想教育成绩的保障。为此，课题组创新总结出一套科学有效的
学生品行管理模式——学生品行量化考核制度。 

该制度以学生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为基本理念，以星级量化
的模式展开。量化分为考勤、学习、纪律、卫生、品德五个方面。
学生佩带品行卡，一周一总结，一月一表彰。问题学生在品行量
化考核中进步明显。 

品行量化管理，使学生实现了有“法”可依，使教师实现了
有“法”可治，问题学生在品行量化中规范言行，良好品行在量
化考核中逐步形成并成为习惯定型下来。问题学生在品行量化中
自制力提高，上进心增强，管理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2、量身打造各种活动，在活动参与中转化问题生。 
课题组成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如让那些自控能力

弱的学生参加运动会，为班级争夺荣誉；让那些手巧寡言的自卑
学生参加学校的手工大赛，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让那些沉溺网络
的学生管理图书，制定借阅制度，增长管理能力，使其逐步感悟
“制度”和“规矩”的重要性；让那些炫富的学生参观街上早点
摊体会劳动的艰辛，懂得活着不能一味依赖家长……诸多的活动
为问题学生发挥特长和才能创设了空间，提高他们的争胜心和集
体荣誉感，使他们懂得活着有价值，逐步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和
不良思想行为，在思想上走向积极和阳光，在行动上步入一个正
常学生的生活轨道。 

对问题生的教育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我们的教育策略虽然取
得一些成效，但学生的反复性、个性化教育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们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在问题生转化
方面付出百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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