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343  

教学实践 

小学生成长过程形成的心理变化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 
◆陆志坚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中心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  547108） 

 
摘要：小学生在六年的学习时间里，在身体和心理上变化明显，包括学

生的自我认知，男女有别的认识，逐步形成的判断能力，逆反心理的形

成，以及学生之间形成的“小团伙”都影响到学生在课堂的行为表现。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变化，并理性应对才能化解教学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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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六年的学习时间里，身体和心理的变化非常明显。
上过小学大循环课的老师会有一个感觉，上低年级的课时从“全
民”举手，课堂上热火朝天到三四年级逐渐降温，五六年级甚至
出现鸦雀无声的现象。上课逐渐没有人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如何形成的？我想有那么几个方面的原
因： 

一、低年级的学生还没有感知同学之间的差别，没有感知自
己知识能力与别人的差距，正应了一句——初生牛犊不怕虎 

老师们可以回忆低年级课堂上的热闹场面：教室里老师每提
出一个问题，举手的学生齐刷刷，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的手举得高，
本来要求是在座位上举手，但一些学生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站了
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老师看不到自己。有的甚至踮起脚尖，踩上
凳子，“老师！老师”不停地叫唤着。但有时点名到某位已经举
手了的学生，站起来了，他却没有回答出来。他只是觉得热闹，
如果我不举手说明我就赶不上这股浪潮。没有后果，只有过程，
即使老师点了我，回答不出来也没有觉得什么丢人的事。初生牛
犊不怕虎嘛！这个时期的学生表现只能说明低年级的学生还没有
感知同学之间的差别，没有感知自己知识能力与别人的差距。他
们大胆而热烈。 

二、学生的自我认知逐渐形成 
学生开始有了自我的认知，“我行”“还是我不行”，多次的

表扬，多次的否定，多次的测试，多次的考试，比出了结果，逐
渐给了每个学生能力上的定位。成绩好的学生可能不会感受到什
么，但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或多次回答错误的学生就会认识到有
人比我厉害，我不如某某个同学。在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心理
不免打鼓，我能回答得比其他同学好吗？我的回答是不是又是错
了？内心的不断反问自己，怀疑自己，甚至否定自己。这样不断
的强化自我认知，使他们无畏的勇气慢慢消退。因而回答问题开
始从多到少，从少到无。很多老师并没有意识到老师的评价，测
试、考试的成绩对学生的心理暗示。一旦这种心理暗示形成定式，
这对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主动性造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男女有别的认知 
中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也懵懂地知道了男生和女生身体上区

别，但到了高年级的学生就有心理上的“排斥”期。班级选班干，
常常出现男生选男生，女生选女生的现象。如果你选的是异性，
就会有异样的目光看着你，认为你心理有问题了。他们认为男生
的维护男生，女生维护女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你选了异性，
你便成了异类，谁也不能当异类呀！上课回答问题也是不能对异
性表现出过多的赞赏行为，男生不能为女生精彩的回答作出过分
的表示，女生也是如此，当教师要求同学们为某位同学的精彩回
答而鼓掌时，男生和女生并不愿意为对方过多鼓掌，这时应该是
男生女生的排斥期。在这个时期同样抑制了学生在课堂上对回答
问题的积极性。 

四、学生已经具备初步的分析能力 
中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行为分析和判断能力，他

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能分辨了问题的是
非。有一个班，有个学生因为经常违反一些班级及学校的纪律，

最后家长也被班主任叫到了学校办公室。该生不仅表现了对自己
家长的不敬，也表现出了对班主任的不尊。家长走后，有老师问
了他一句“你在家听你父母的话吗？”他是这样回答的：“讲得
对的我就听，讲不对我不就不听”。他说得理直气壮。不错吧！
老师，我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已经是个很懂事的人了，他认
为已经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了。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他并
不明白对与错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他有了这个个人的认
知，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不再盲目，只有他认为有把握的内容才可
能去回答，否则就不会轻意举手了。学生的思考已逐渐趋于理性，
这样课堂的回答的声音自然也就不会那么迫切了。 

五、高年级的学生已经进入叛逆期。 
现在的学生发育得早，高年级的学生有的已经进入了青春

期，进入了叛逆期。逆反心理的形成有时可能就是和你老师对着
干。有一次我路过个高年级教室门口，发现该班大部分的学生都
背对着老师上课。原来该老师见学生近段表现不好，自己心情不
好就说一句，你们不想上听我的课就转身到后面去，结果就成这
个样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晚自习时间到了，该位老师到了班里
发现没有一个学生在等她的课，经过寻找全体学生都躲到厕所或
学生宿舍楼后面去了（该学校属于寄宿制学校）。枪打出头鸟，
老师找出了三个“主谋”问话为什么？“因为你骂我们”，“什么
时候？”“四年级，骂我们是××”。当时他们都已经是六年级的
学生了，四年级时候的事也被学生翻出来了。不知道真的有过那
么回事与否，难道学生真的记仇能记那么久吗？是对教师不满的
一个借口吗？不管怎么说，这说明了如果高年级学生和老师的关
系闹僵了，就不是应付一二年级小朋友那么简单的事了，不仅个
人和你对着干，还会有班级的很多学生和你对着干。学生学会“造
反”了，你还想着上课有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吗？ 

在这我们说说“严”字。“严师出高徒”，没错吧！在学校凡
是有人说这个老师很严，我们就知道他的教学成绩不会差到哪
去。为什么？因为学生怕他（她）吗？他（她）布置的作业你敢
完不成！后果很严重…… 

出现体罚学生的多是“严师”。往往出了事，同事、领导的
评价就是“该老师平时工作很认真负责，教学成绩很优秀，只是
想不到……” 

是的，有的领导他当然想不到，他想到的往往只是教师的教
学成绩，学校的排名。现在体罚已经是比较少了，那是对学生肉
体上伤害少了，因为法规摆在哪。但“严”师们对学生的心理伤
害还是有的。如果造成了师生紧张的关系，想要学生上回答你的
问题，可能吗？ 

六、班级学生之间是否团结和睦也会影响到学生课堂上的表
现 

反腐常常提到一个词“团团伙伙”。在小学的中高年级，有
的班级就会出现这样的“团团伙伙”，如果班级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小团伙就会出现相互排斥现象，他们会看不惯或者容不得对
手比自己更出色的表现，他们会想着法子找对方的难堪，一方往
往怕对方为难自己，而不敢过多表现自己，影响到学生课堂上回
答问题的积极性。 

七、知识难度的增加，也挫伤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知识难度的增加，老师提出的问题难度自然也会多起来，有

的老师喜欢提出有难度的问题，有的学生因怕回答出错或者不完
美，怕老师的否定和学生的嘲笑。因而这也是学生畏惧回答问题
的一个原因了。 

小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他们个子慢慢长高，但我们很多
老师却往往忽视他们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影响到课堂上的表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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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当成一样的小学生。只有认识他们不同阶段形成的心理上
的变化，才能把握好我们的课堂，和学生分享学习的快乐。在这
提出几点：一是该鼓励的绝不批评。我们往往在低年级上课时，
课堂上一个“顶呱呱”“你真棒！”的赞扬声，就能使教室激情澎
拜，到中高年级他们真的不需要鼓励了吗？当然不是，高年级更
需要鼓励。要告诉他们，回答问题没有对与错，它培养你的是—
—思维、思考，只有不断的思考你才能变成一个聪明的孩子，让
他们的手高高地举起来！ 

二是真正理解“严”字的真正含义。不是板着面孔就是严，
不是惩罚就是严，不是骂人就是严。老师的威信的建立，应该是
建立在学生对你的信任，对你敬佩而对你产生的信服。只有处理
好师生关系，对学生付出真诚的爱才把学生的“造反心理”熄灭

掉。 
三是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集体活动，使他们团结在一

起，形成和谐的大家庭，才不会出现“团团伙伙”现象。 
四是现在已经不准按学生的三六九等进行排名了，但有些老

师仍我行我素非要拿学生的成绩说事，好学生的标准就是成绩。
殊不知成绩对于大部分的学生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只有充分认
识到这个误区，才能树立起学生学习的信心；树立他们的信心才
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进行教育，才能如我们所愿。教了小学中
高年级的教师很怀念课堂上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争先恐后回答
问题的学习热情，但我们更要明白如何去维持学生们的学习热
情，培育他们的热情，让他们时时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