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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转化后进生 
◆杨海英 

（玉溪市新平县扬武镇小学） 

 
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教育要面向全体

学生，因此，后进生的转化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影
响素质教育的效果。针对我现在所教的班级，我深有感触。 

刚接手这个班时，我就发现班里后进生特别多，这就成了我
当下最棘手的难题啰。不先转化后进生哪行呢？那么应该怎样转
化后进生呢？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一、要严中有爱 
“教不严，师之惰”。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古就有名训，

但是有些老师，在教育学生时，只是片面奉行“严师出高徒”，
对后进生只是一味地强调严格要求，不去主动接近他们，了解他
们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困难，不与他们推心置腹地谈心，把握他
们的思想动向，不做后进生的知心朋友。结果师生之间的距离越
严越远，甚至出现学生顶撞老师的现象。 

我认为为师之严必须严中有爱，若只严不爱，严就变成了压，
其最终结果是后进生无法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总认为老师在有
意跟他过不去，从而产生逆反情绪。爱并不是严的对立面，对学
生爱并不是对学生放纵。后进生更需要老师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倾
注一片爱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基础。我们作为老
师必须掏出一颗真心去与学生沟通，做后进生的知心朋友，了解
他们的思想动态，用热心关怀的态度，亲切温和的语气，去创造
尊重理解的氛围。让他们感觉到大家不是在讨厌他、排斥他，而
是在关心他，爱护他。有了这种真诚的爱，老师才能赢得他们的
信赖，使他们乐于接受教育，从而受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要抑中带扬 
后进生一般学习成绩差，思想素质差，纪律观念不强。他们

常常感到前途没有希望，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无心向学，不
思上进。有的经常聚众捣乱，损毁公物，嘲讽、打击优秀生……
对后进生的这些思想行为，有的老师认为批评鞭策见效快，总是
喜欢将他们作为反面材料对学生进行教育，点名批评，指责教训，
对他们的表扬和鼓励却非常吝啬。于是他们产生自卑感，总觉得
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心境复杂，情绪低落，甚至自暴自弃，自
信心全无。后进生的缺点往往掩盖了他们的优点，所以，我们作
为班主任老师要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抑中带扬。对他们应谆
谆教导，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因势利导，多肯定，少否定，多鼓
励，少指责。平时，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微小的进步，老师都要及
时表扬，使他们感知到老师的关注和期望，从而增强自信心，鼓
起上进的勇气。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每个人都有优点，只是
或多或少的问题，大人也希望受到关注和表扬，何况小孩呢？！
表扬比批评效果更好，它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让每个学生得到尊
重，建立信心。当你与后进生接触得多，感情较深时，你会发现
他们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以前你没察觉到，那是因为你缺少发
现。后进生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再差的学生也总有某方面的
优势，或是体育，或是美术，或是音乐，等等。此时班主任要善
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发掘其身上的潜能，充分肯定，别吝惜“好
话”，这样更能够使后进生重找回自我，获取战胜困难的更大勇
气和信心。平时夸一句“你真行”“好样的”“我为你而骄傲”，
这对于老师是举手之劳，对于那些一直受冷落的后进生，也许是
一次心灵的震撼。 

我班有一个男生，从小因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不
理想，就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上课捣乱，下课欺负弱小
同学。值日工作不做，且一天天地变本加厉，害得同学都不愿意
与他同桌。我苦口婆心反复劝导，无济于事。可就在校运动会上，
他一个人为班级夺得了最高分，我在班上大力表扬了他，并在适
当的时候让他担任了班级的体育委员。对此，他十分感动，不良
行为收敛了许多，我注意及时表扬，并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此来
激发他的进取心。渐渐地，他回到了学生中间。 

三、要善于挖掘闪光点 
老师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后进生，他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

只是由于平时他们缺点太多，优点往往被老师所忽视，老师应该
相信任何一个后进生都有潜力，都有自己的长处，即闪光点。老
师要深入了解，全面分析学生，对他们的性格、兴趣、爱好等情
况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调查，挖掘他们潜在的闪光点。多给他们创
造成功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而且启发他们相
信自己的能力，只要发愤图强，努力拼搏，严禁要求自己，就一
定能取得进步，取得成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目前在各种奖励中，“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等只有少
数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生受此殊荣，一般的后进生、
“差生”只能“望奖兴叹”，很少受到奖励。如何奖励后进生，
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呢？在实际工作中，我有意识地设立多种单项
奖，故意降低一些项目的标准使得这些后进生也有争取奖励的目
标，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产生跃跃欲试的努力愿望。实践证明：
针对后进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心态特点，多方位、多渠道地
创设条件，形成良好的成长氛围，给后进生一众多的“表现”机
会，使他们自身潜在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他们获得成功，转
化工作一定能成功帮助后进生认识自我，培养他们的自尊心，让
他们得到自我表现的机会，以期获得成功的欢乐，体验胜利的欣
慰，消除自卑感，增强自信心。事实上，许多后进生智商并不低，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聪明的，只是他们的地位在班级乃至整个学校
属于较低层次，在众多的场合下，没有“出头之日”，许多潜在
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得不到表现。 

例如，我班的学生小胡，学习懒惰，成绩很差，常常在班中
捣乱，捉弄女同学。但有一次，小胡的举动的确令我吃，没想到
这孩子还有这本事儿。那时学校还没换新桌椅，好多桌椅已坏了，
不是钉子冒出来把学生裤子戳破，就是椅子腿摇摇晃晃的。一天
放了学，同学们都回家了，可是，小胡同学竟然提着从家里拿来
的小锤，修理起桌椅呢。我知道后，立即在班里表扬了他，要求
大家向他学习。我还抓住他的这个闪光点，常常与他谈心，谈前
途，谈理想，互相沟通，逐渐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让他知道老
师、同学对他的关心和期望，使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所长，只
要肯用心做，一定能做出成绩来，一定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现在，
小胡已改掉了坏习惯，还经常虚心地请教成绩好的同学。据科任
老师反映：现在，小胡不但上课纪律好，而且作业也认真多了。 

四、要善于捕捉最佳教育时机 
马卡连柯指出“任何教育方法都不是永远绝对有益的，最好

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也会成为最坏的方法。”这就说明教育方法
本身具有二重性，其使用效果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
运用方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际。因此，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应善
于捕捉最佳的时机，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面对怒气冲冲的“胆汗质”型的后进生，我绝不会拍
案而起，粗暴地训斥，使矛盾更加恶化，我会采取“避其锋芒，
以柔制刚，静待时机”的策略。待我工作完毕后，我会若无其事
地叫他发放作业本，或者帮助班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此学
生感到意外之余，犹豫间他的怒气已消了大半，等他完成我叫他
做的事情时，他的情绪已平静下来了。这时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
机，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往往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学生的心里，班主任既是敬爱的师长，
又是最能了解和信任他们的朋友，也是最能体贴和爱护他们的母
亲。在转化后进生的工作中，班主任更要充当好这三种角色：良
师、益友和慈母。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朵花都展开美丽的花瓣，
每一轮朝阳都发出灿烂的光芒。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的信念，对那些后进生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循循善诱，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把他们转变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