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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大道至简，回归元点转化叛逆学生 
◆玉元平  金代梅 

（富宁县新华镇中心学校  云南省富宁县  663499） 

 
摘要：转化叛逆学生无需自以为聪明的方法技巧，只需要遵循规律，尊

重差异，分类教学，满足不同学生需求；倾听学生内心诉求，消解学生

内心负性情绪，激发学生对教师及相应学科的兴趣；找准闪光点，持续

正性情感刺激，改善学生心理特质，以自信积极乐观心态为人和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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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骨干教师培训课堂交流中，针对如何教育思想叛逆学
生这个常见而又头疼的问题，许多教师把自己如何与学生斗智斗
勇当成了引以为豪的教育经验来交流。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尝试运用积极心理学理论对 7 名叛逆学
生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教育转化实践研究，发现教师的所谓智勇对
绝大多数叛逆学生都无济于事，反而加剧了师生之间的矛盾，还
不如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诚心实意倾听学生“辩解”，通
过缓解他们负性情绪来改变他们原来错误的思维，从而改善他们
的认知行为。这种方式虽然见效慢一些，但对促进学生心智良性
成长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持久。 

一、遵循规律，尊重差异。 
积极心理学理论有两条原理值得我们注意，一、培养孩子并

不是去改正他们的缺点、找出他们的错误，而是去识别和发展他
们的长处；用缺点和不足去形容某个人，会使我们忽略他们的优
点；① 二、扩大和构建实验证明，如果我们用缺点和不足去形容
孩子，他们感受到消极情绪时，选择就会狭窄，会降低他们的行
为和认知能力，反之，当他们体验到积极情绪时，他们的认知能
力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比如注意力的宽度更广、学习记忆能
力提高、语言表达更流畅、对知识和艺术的感受性增强等。②  

在功利教育大行其道的当下，音乐、美术这样的学科除了家
庭教育和个人天赋都具备的学生才会重视和喜欢，所有这两门课
程在许多学校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作为具有教育情怀的教师肯
定明白艺术素养对人的成长极其重要，那如何解决这理想和现实
之间的矛盾？ 

遵循规律，尊重差异。 
不可否认，要想在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有成就，除了后天

努力外，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天赋。但是培养对艺术的爱好和具
备一定的艺术素养是不需要天赋也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面向全
体学生的理念的直接体现，而对于性格叛逆的学生，音乐美术教
师往往因为没有成绩压力而听之任之。 

其实仔细分析，那些性格叛逆的学生往往是因为自己的个性
爱好没有得到尊重而叛逆的，一类是自己有爱好特长但家庭教育
滞后，也没有得到教师重视培养，另一类是自己没有天赋特长但
教师却在课堂上灌输普通学生完全掌握不了的艺术方法和技巧。
针对这个情况，为了既能充分发展天赋，又能提高全体学生的艺
术素养，我们在音乐教学中采取分类教学的方法。 

对于没有音乐天赋的大部分学生，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们减
少演唱弹奏方法的教学，特别是大幅降低技术难度，经常以富有
故事性、趣味性的方法讲古今中外著名音乐家的故事，播放他们
的代表作让学生欣赏，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以及对这些乐曲的
理解，以着重培养他们的欣赏兴趣和常识性知识的理解能力，不
让音乐课成为他们的思想负担。这样不但可以消除他们的抵触情
绪，还能让他们乐于参与这样轻松的音乐欣赏活动。 

对于具备音乐天赋的学生，通过成立音乐兴趣小组的方式课
外培养他们的能力，比如简谱能力、演唱技巧、乐器弹奏技术、
舞蹈动作，以及艺术表现力等等，在日常课堂教学和学校大型文
艺活动中展示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体验到成就
感、荣誉感，其深层心理中积极因素逐渐占据上风，自然会慢慢
消解其消极因素。 

二、倾听学生诉求，建立和谐师生关系 

2018 年春季学期，一位语文教师在执教统编教材七年级下
册梁启超先生写的《最苦与最乐》一课时，在导入环节中让学生
简单说说自己最苦与最乐的事。这样的导入其实并没有任何新
意，初衷也只是为了调动学生生活体验，帮助理解课文内容而已。
让笔者始料未及的是，一听到可以倾诉苦处时，平时最叛逆成绩
最差的几名学生纷纷举手抢着诉苦。笔者只好临时调整教学计
划，让他们把心里的苦全部倾诉出来。让人惊讶的是，近十名学
生的“苦”竟然如出一辙，都是倾诉他们在学校被老师冤枉而又
无处诉说无人相信的痛苦经历，有的还被老师以监控视频（学生
要求出示监控视频却又无法提供）为“证据”来胁迫学生“坦白”，
有两名平时最叛逆的学生在倾诉被冤枉经历时两眼泛红，几度哽
咽。自这节课后，这些叛逆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表现判若两人，
课堂上能主动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有三名学生对生活和学习问
题的见解尤为新颖和深刻，常给来本班听课的教师留下深刻的印
象。 

这个事例说明情绪影响到学生对教师及相应学科学习兴趣，
也影响到认知能力。叛逆学生往往都有过对学校、对教师或者对
家庭、对社会不愉快的情感经历，如果教师用心倾听学生内心的
声音，教育效果肯定比自作聪明的猜疑要好得多。 

三、正性情感刺激，改变消极心理结构 
2017 年 5 月下旬，举行了全县中考模拟统测，为了体现公

平，试卷实行流水评阅，作为研究对象的几名叛逆学生分数都没
有上及格线，其中只有一名学生刚达到满分的 50%。从 6 月初到
月末中考前，语文教师在其所教班级先后进行了 4 次测试，科任
教师个人评阅试卷，有三个目的：一是对全班绝大多数学生的语
文复习状况进行诊断，提高成绩；二是参照布卢姆 2001 认知领
域教育目标分类表对这几名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他们
在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③ 以及态度情感等特质
的变化；三是在兼顾全班学生的前提下，重点对这几句叛逆学生
实行正性情感刺激，即积极心理干预，淡化其缺点和问题，发掘
其优点或潜能，用优美而又真实具体的语言写在学生试卷上或面
对全班进行肯定和表扬，努力提高他们对语文教师和语文学科的
正性情感值，尽可能在初中最后一个月形成正性情感峰值和尾
值。 

教育研究涉及到人而且是青少年，需注意伦理问题，不能只
关注研究对象而忽略其他学生，而且关注全体学生至少有四个方
面的益处：一是关注全体学生有利于提高全体学生成绩；二是让
全体学生都感受到教师平等的关注与爱心；三是让作为研究对象
的叛逆学生既体会到教师对全班同学的博爱，又能感受到教师对
自己的诚挚的关爱之心，也更多地享受到自己成功的愉悦感；四
是平时叛逆的学生不会因为教师的表扬太刻意而觉得自卑。 

通过一个月的努力，他们的心理特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而且之前心理越逆反，情感越消极的学生，改善得越明显，而且
毕业后还能维持这一教育成效。所以，改善叛逆学生，与其“百
般算计”，还不如一颗单纯的爱心。 

所以，教师只需收住自以为是的聪明，真诚地倾听、包容和
赞美学生的“智勇”，释放爱心里蕴藏的强大的正能量，去消解
学生潜在和显在的消极情感，就能改善叛逆学生的心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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