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２．００４

简谈班级德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宽容心 ①

梁小兰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湖南 长沙４２１８００）

摘　要：宽容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美德，引领着人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友好和谐的社会风尚，对于青少年个体

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应积极发挥班主任效应的育人优势，引导学生学会包容和体

谅，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和宽以待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全面评价自己和他人等，将宽容心德育渗透在班级日常的情感

教育中，建立良好的班级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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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所以广阔，是因为它能包容璀璨繁星。地球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能包容寄居在它身上的

物种。人类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有一颗包容的心。”这是我们熟知的哲言。宽容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或

一种心境，它描述了某些潜在的价值［１］。宽容是人类特有的意识和情感，是人的一种美德，是理想人格

的内核，它意味着爱、尊重和理解［２－３］。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都期望自己的学生拥有宇宙般宽

阔的胸怀，用自己的善良、宽容和理解营造友好、和谐的班级氛围，从而为将来顺利走入社会、适应社会

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受到家庭万般呵护的９０后学生中，不少人存在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宽容心。遇到事情，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常常首先只考虑到自己，特别在乎自

己的感受，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更谈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和尊重他人。德育教学目的不同于其他一般

学科，其在传授一定道德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形成对这些道德知识的正确态度，使学生掌

握一定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４］。作为班级“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

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者”的班主任应该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在班级德育

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宽容心，抓住一切教育契机因势利导，帮助学生学会理解、宽容和合作，建立集体成员

之间友爱平等、心理相容的良好的班级人际关系，引导学生个性全面而健康地发展，真正“成为中小学

生的人生导师”［５］。那么，班主任如何充分发挥班级德育的主导作用，利用一切教育因素，抓住一切教

育契机培养学生的宽容心呢？笔者仅撷取几个班主任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加以分析。

１　引导学生学会包容和体谅
一天下午，Ｑ同学激动地跑到办公室对我说：“Ｘ同学把我的眼镜打坏了！并且他态度很不好。”对

于学生的投诉，我坚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向三四个同学了解了情况，然后找到Ｘ。Ｘ说他不小心
把Ｑ的眼镜打下地，也向Ｑ道歉了，但Ｑ认为他是有意的，还推了他一把。我对 Ｘ说：“老师相信你是
无意的，但你的冒失行为已经对Ｑ同学造成伤害，所以你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是打的不是眼镜，
而是眼睛呢？”我继续说：“等会儿陪他去修眼镜，往返的车费和修眼镜的费用由你承担。”“嗯！”Ｘ满口
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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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做了种种假设。假如Ｑ同学宽容点，接受他的道歉，就不会有推人之举了；假如 Ｘ当时提
出赔偿，Ｑ就不会那么生气了。然而假设终归只是假设，有些假设很快又被我推翻了。譬如，体育课上，
有些意外难以避免，正如在球赛中只有犯规没有打人的说法一样，体育课上没有有意的伤害，大家都是

同学，既无宿怨，也无利益之争，根本就不存在有意之为。然而，为什么学生们的表现却不是我所想象和

期待的呢？如果孩子们能认识到体育课上有些意外难以避免，包括一些无意的伤害，能彼此包容、体谅，

事情的发展一定会更好。所以，同学们要经常保持一种阳光宽容的心态，冷静地对待突发事件，在同学

犯了错误时，应该换位思考、宽容大度，从而原谅他无心造成的伤害，别用有意的伤害回击无意的伤害。

２　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和宽以待人
在常人的思维定式中，成绩好的同学什么都好，他们就是完美的版本，不能犯错。老师对这样的学

生给予了过高的希望，同学们也把他们当成自己努力超越的对象。可是，他们也是人，难免也会犯错。

然而，当这些优秀学生犯错时，班上却往往会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不少同学显得很兴奋，甚至幸灾乐祸，

惟恐看不到这个同学的笑话。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健康个性，又有损班级的正确舆论和良好

班风。如何引导和教育，值得班主任研究和探索。

有一次，班上成绩最好的Ｃ同学在晚自习的时候讲小话，被值日生记了名字，心里不爽，与值日生
理论了一番，值日的女生很认真负责，当时就委屈地哭了。我立刻意识到，平时我们经常探讨如何培养

优秀生的受挫折能力，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吗？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我把注意力从原本对优

秀生的教育上转到了另一个我以前不曾在意的问题上。当时我把 Ｃ学生单独叫到走廊的一头，轻声问
他：“今天表现怎么样？”还没等他回答，我就发现后面有五六个学生尾随偷听。从他们的表情和隐隐传

来的议论声，我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因为Ｃ同学很拔尖，经常受表扬，令其他同学望尘莫及，现在看到
老师批评他，一些同学就幸灾乐祸，不会放过看他难堪的机会。我没有生气，淡淡地问：“你们不睡觉，

出来干嘛？”他们也很机灵，异口同声地说：“老师，我们出来赏月，瞧，多好的月色啊！”其中一个同学还

有模有样地背起了刚学的课文：“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其他的几个也跟着

摇头晃脑了起来。那情景简直是令人啼笑皆非。

通过这件意外事情，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有些学生总是怀着不好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缺点，甚至嘲笑

别人的缺陷和痛苦？青春期的孩子处在人格塑造的关键期，应该培养他们宽阔的人文情怀，引导他们正

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学会理解和仁爱，学会正当和公平的竞争，宽以待人，远离世俗的自私、狭隘和嫉妒。

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拥有阳光般的笑脸和一颗宽容的心。作为广益的学子，更应该懂得：校训“公、

勤、仁、勇”的“仁”字就包含着深厚的宽容之义，它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教育者正视学生个性差异，在宽

容上以身作则，不断教诲学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３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及他人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成人感”和独立性表现得极为强烈。但他们认识片面，有限

的认识能力和生活阅历让他们往往很难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和评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所以常常表现为

优越感很强，对不如自己的同学表现得不屑一顾，总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相比，有的则对比自

己强的同学表示出不服气，心生嫉妒。只喜欢表扬，不喜欢批评。经常自夸或向老师邀功。比方说捡到

一块钱，帮别人拖了一下地板，生怕老师不知道。当老师表扬另外一个同学时，他们会很不屑地喊：

“切！”那声音，那神情，那态度，简直就是天下唯我独尊，其他的人都算不得什么。有次运动会上，一个

同学跑了８００ｍ，得了第８名，我表扬了她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当场就有同学说：“要是我去
跑的话，肯定会比她快的。”课堂上，有同学回答问题出错，某些同学就迫不及待地喊：“错了，错了！我

来！”连别人把错误答案说完的机会都不给。

有次上课，学生问我以前读书成绩如何？我如实地回答，当时有很多同学很羡慕我，但也有同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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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服气。有一个学生大声地说：“老师，您以前那么优秀，为何现在还只是在这里当一名普通的老

师？”当时我有些生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优秀得不到他的欣赏，我很想告诉他们一个人的成功需要

很多合力才可以促成，其实做一名优秀的老师也不容易，更何况我自己也很享受这种职业幸福感，然而

我没有这样说，既没有批评他，也没有透露出半点不悦，而是用一种非常欣赏的语气大声说：“我之所以

在这里做一名普通的老师，是为了培养像你们这样以后比我更优秀的学生！”我话音一落，立刻被他们

的掌声包围，我想是我的宽容赢得了他们的赞赏。我期望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宽容是一种积极的人

生态度，是一种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勇敢地直面自己的不足，善待“弱者”，欣赏“强者”；宽待

“弱者”，宽容“强者”。既要能容人之短，也要容人之长。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心胸的豁达和人格的高

尚。而如果一个人惟我独尊，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其实根本就在于不能也不愿意去发现和承认他

人的价值，这就是不宽容他人的表现。正如哲人所说：天空收容每一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天空广阔无

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无论其大小，故高山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大海浩瀚

无比。

４　结语
教育性的活动和交往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源泉，这是永恒的规律。除开家庭，班级是学生

活动的首属群体，是学生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学生在其中了解最基本的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养

成和传递思想、情感以及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态度。所以，班主任应该抓住班级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切教育

因素，组织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给学生提供各种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引导他们认识到在交往中应该避

免给别人带来哪怕是无意的伤害；而在自己意外受到伤害时不要睚眦必报，用有意的伤害回击无意的伤

害。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计较；多一份欣赏，少一份苛求；多一份尊重，少一份不屑。在活动和交往当中

学会宽容、理解、友爱和合作，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形成社会所期望的理想人格，创造美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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