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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与犯错的学生说 
◆黄连弟 

（云浮第一中学  广东省云浮市  527300） 

 
摘要：目前在教育工作中，部分学生会犯下错误，使得教师在处理方面

面临难题，但也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工作的本质意义。由于学生

之间存在个体方面的差异，尤其是一些后进生，不良习惯很多，很容易

犯错，但是内心又渴望教师的赞扬以及肯定，希望得到其他人帮助。因

此，在教育工作中应正视学生犯错状况，与其相互沟通交流，端正心态，

并指导学生形成正确观念，提升道德素养，预防再次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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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过程中，为了更好的与犯错学生相互沟通交流，教师
应总结指导经验，给予犯错学生一定的关心关爱，找到其优势与
闪光点，明确具体的犯错原因，改进以往的教育方式方法，通过
各种手段开展相关的教育工作，提升整体引导水平。 

一、用关爱的方式形成感化教育模式 
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可以得知，被爱属于每个人的基本心

理需求，在此类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失望亦或是悲观
等不良情绪，导致行为失常，出现犯错的现象。所以，对于犯错
的学生而言，在教育引导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
则，采用关爱的方式方法进行感化教育，形成科学化的引导模式，
确保提升整体教育工作水平。在此期间，可以根据犯错学生的心
理需求以及关爱需求等特点，开展各方面的引导工作，例如：犯
错学生平的学习成绩较低，平时在课堂中不善于发言，在课间活
动中比较好动，对学习缺乏兴趣，喜欢做出小动作引起他人的关
注。此时，教师就可以给予其一定的关心与关爱，通过正确的引
导防治开展教育工作，在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比较容易回答的问
题向犯错学生提问，在回答之后给予表扬以及鼓励。在课间的时
候可以与其相互交流，沟通课堂中所学习的知识，了解学习难点。
在此期间，也可以选择容易犯错学生作为学习小组组长、值日小
组组长等，以此提升其参与学习以及日常活动的积极性，并养成
良好的习惯，通过正确的引导方式，有助于感化犯错学生，提升
其参与学习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习惯，不再做出违反纪律的行
为。 

二、善于寻找闪光点 
对于容易犯错的学生而言，应当了解其闪光点，有助于提升

其自信心，并使其形成自强自立的精神，转变以往的观念意识，
激励其积极向上。例如：某位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没有等
到教师讲话完毕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引发其他同学的嘲笑，
对课堂正常秩序造成干扰，影响教学效果。在此期间，教师不可
以一味的进行批评，而是要抓住这位学生的闪光点，为其布置课
堂辅助任务，使得这位学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辅助教师完成任
务，感受到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的辛苦，加之教师可以耐心的与其
进行沟通交流，长此以往，可以改善不良习惯，认真参与到课堂
学习活动中。在此期间，也可以为其安排班级干部的职位，在日
常活动中可以认真负责的完成教师所布置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其转变以往的学习态度以及观念意识，认真的参与到学习活
动中，不再做出违规的行为[1]。 

三、明确犯错原因针对性进行诱导 
在开展容易犯错学生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了解错

误情况以及缺陷情况之外，还需善于寻找犯错的具体原因，以便
于因材施教的开展诱导工作，形成良好的指导作用。为了更好的
完成犯错学生的引导任务，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根据
实际情况查找问题的原因。如若因为家庭环境因素所引发的问
题，需要与家长之间相互沟通，了解家庭之内的实际状况，并为
其讲解正确进行家庭教育、保持和睦家庭关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
性，在家长的支持下，更好的完成教育指导任务。如若因为学校
原因所诱发的问题，应当了解具体的状况，与其他教师之间相互
交流，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如若为社会原因所引发的问题，应
当正确开展指导工作，了解学生与社会之间接触的实际状况，在
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更好的进行分析交流，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

能力，有助于杜绝不良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形成新时期背景之
下高质量的教育模式。通过此类诱导方式，有利于全面了解容易
犯错学生的实际状况，编制完善的教育指导方案，提升整体教育
工作效果，满足当前的实际工作要求[2]。 

四、针对教育方式进行改进 
目前很多教师在学生犯错之后，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经常会

采用讽刺语言、挖苦语言进行教育，甚至会出现体罚的现象，严
重影响整体指导效果，也无法从根本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
难以更好的解决容易犯错的习惯问题。所以，教师需要转变此类
教育观念意识，了解容易犯错学生的实际状况，明确其个性特点，
开展教育工作。例如：在犯错之后为学生提出目标要求，在目标
中设定不再犯错的任务，将表扬以及鼓励作为主要的诱导方法，
不仅可以预防为学生造成心理负担之外，还能取得良好的引导成
就，使得学生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不再违反规定，形成遵纪守
法的良好观念意识，改正自身不正确的行为[3]。 

首先，在教育诱导方式创新的过程中，应采用沟通交流的方
式进行容易犯错学生的教育引导，在详细分析出现犯错问题原因
之后，进行针对性的交流，杜绝以往批评或是扣分的方式，而是
要主动的进行沟通，以便于形成良好的教育形式。 

其次，应当掌握教育时机以及场合，如果学生的情绪尚未稳
定，很容易出现过于激动的现象，那么，相互交流就会导致矛盾
恶化，如果学生的学习任务较高，那么预期交流可能会导致教育
效果降低。并且在公共场所相互交流，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教育引
导目的。所以，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犯错的实际状况，寻找合适的
时间以及场所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例如：在课堂教学中给予一
个眼神、半路上一句问候与微笑、到宿舍中间交流给予关心等等，
都可以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4]。 

后，在犯错学生教育的过程中，不可以一味的使用挖苦语
言或是轻蔑的语言进行批评，而是要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以及情
感需求特点等，给予尊重，保护其自尊心，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
交流，以便于消除其自卑以及逆反心理，创建较为和谐的师生关
系[5]。 

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对于容易犯错的学生而言，教师在实际引导的过程中，应给

予一定重视，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编制完善的教育指导
计划方案，通过心理健康疏导的方式，使得学生端正心态，遵守
纪律，不再犯错。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而言，教师应当与家长相互
合作，明确学生是否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合理的进行教育以及
引导，预防心理误区带来的影响，以健康以及积极的心态面对学
习、生活。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应总结丰富的经验，邀请
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共同进行探讨以及研究，了解容易犯错学生的
心理状况，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指导，确保在新时期发展的背景下，
形成良好的心理教育模式，提升诱导工作效果[6]。 

结语：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犯错属于难免的问题，所以，教师应以

积极的心态面对学生所犯下的错误，根据实际原因以及具体状
况，利用关心与关爱进行感化教育，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
能够端正学生心态，使其形成正确道德观念，遵循纪律，杜绝犯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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