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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学生学业行为

不良的对策研究 ①

李艳玲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中国农村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学生，他们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因而信心不够、能力不足、性格叛
逆，在学业上显得力不从心。对于这样的特殊学生，教师需利用赏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信心、能力和性格。在运用赏识教

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要注重因才施赏、因材施教；要合理利用表扬与批评。赏识教育对改善留守学

生学业行为不良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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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谭同学，男，１２岁，某农村中学初二年级学生。
该生行为习惯很差，对学习漠不关心，上课也特别喜欢插

嘴谈论与课堂无关的话题，喜欢和同学吵架，从来不会站

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课堂上多次惹怒老师；还有很

大的网瘾，每次放学后就会去网吧，不管家长怎样劝说他

一概不听。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但是他依然喜欢纠缠他

人。在班主任的多次思想工作下，他开始慢慢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对学习也产生了一点兴趣。在一次家长会上，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一边念一边流着眼泪。

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的孩子存在爱过度和爱缺失两
种情况。独生子女在很多时候都是倍受宠爱的对象，在

一个家庭里面，孩子总是大家共同关爱的对象，但是过多

的宠爱以致溺爱，给许多孩子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溺

爱中长大的孩子性格高傲，任性霸道，自尊心强，缺乏集

体荣誉感。所以，当他们走进集体的时候大多表现出不

适应、不合群。谭同学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由爷爷奶奶带

大，从小就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父母常年在外面工作，

自从他开始上学就学会了上网，并且爱上了上网。长辈

的劝说只会得到他的一顿反驳，家人都拿他没办法。而

另一方面就是爱的缺失。留守学生中有的一年四季都看

不到自己的亲人，有的被关在学校或者是寄宿在亲戚家

里。一天又一天的等待，一年又一年的期盼，终于熬尽了

他们的耐心和等待。于是，他们不再相信亲情，他们怨恨

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他不能和其他小孩一样拥有父母的

关爱；他们性格大多内向、自卑、敏感、具有很强的防御性

和攻击性，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孤僻，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他们对学习缺乏兴趣和信心，甚至有抵触心理。因

此，这些学生最需要的就是来自教师的关爱和鼓励，教师

的赏识教育是改善农村留守学生学业行为不良问题的一

剂良药。

１　赏识教育的内涵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研究发现：“人类本

质中最深刻的渴求就是受到赏识。”［１］赏识教育是一种体

现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新型教育理念。赏识教育旨在

通过教育工作者用赞扬、欣赏的方法去发掘、鼓励被教育

者自身的潜能。所谓赏识，就是充分肯定和赞赏人的积

极因素。赏识教育就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善于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予以及时鼓励和赞扬，从而激发学

生主体性的一种教育行为，使学生把外在的教育要求内

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促进学生主动健康的发展［２］。实

施赏识教育的根本是教师发自内心地给予学生足够的信

任、理解和宽容，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学生进行正面激

励或者侧面暗示，这样做既可提升学生的上进心，又可增

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学校教育中，赏识是学生前进的

巨大动力，它能够激起学生自身潜能的大爆发。换句话

说：赏识就是激励、表扬学生，肯定学生的发展成绩，鼓励

学生超越自我、树立远大理想、实现人生目标［３］。

赏识教育是一种教孩子会说话、学走路的教育，它的

奥秘在于承认差异、允许失败，坚信孩子总有一天会坚定

地迈出第一步、第二步。也正是这种允许失败、不怕失

败，使孩子最终走向成功［１］。满足了孩子内心深处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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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赏识教育能够激发孩子潜力的主要原因。赏识教育

不仅仅是表扬和鼓励，还有批评。但赏识教育的批评并

不能因为孩子做错了某件事，就对他求全责备，将孩子全

盘否定、一棍子打倒。赏识教育并不是不让孩子受一点

点挫折，相反地，而是要利用挫折来锻炼孩子面对困难的

勇气。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根本经不起风雨，在严寒恶

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树才能接受风雨的洗礼。同

理，在成人的保护下长大的孩子无法面对挫折，在艰难困

苦中磨练出来的孩子才经得起挫折。

在教育工作这一行业中，有经验的前辈们常说：对学

生要少批评多表扬。时下流行的教育名言：夸奖是最好

的老师；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告诉我

们一个好的教育结果是从教师的期待中产生的。由于教

师对某类学生有较好印象，就在潜移默化中给以良好的

激励和更多的指导。学生由此对教师产生更深的依赖从

而产生良好的学习动机。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实质就是教

师要懂得赏识学生，用欣赏、激励的方法促进学生的成长

与进步。

２　赏识教育的意义
２．１　有利于学生信心的培养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很少得到父母

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对学习往往缺乏自信。赏识教育提

倡教师对学生给予毫无保留的赞扬、激励和信任，当学生

的能力得到老师的肯定或重视时，他们自然就会信心满

满，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教师的一个灿烂的微笑，

一个赏识的眼神，一句热情的话语都是撬动孩子潜力的

杠杆。当学生因受挫而伤心难过时，给孩子一个春风化

雨般的笑容，让他感受到对他的信任；当学生因信心不足

而退缩不前时，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他感受到对他的

认可。这样不仅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而且能大大增强

学生的信心。针对那些对学习自信不足的学生，尽力通

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

２．２　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要的个性心理

特征。能力总是和一定的活动相互联系，离开了具体活

动既不能体现人的能力，也不能发展人的能力。能力的

高低跟后天的培养有着相当大的关联，赏识就是能提高

个人能力的有效方法，一个人的能力会在得到别人的肯

定或赞扬之后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一个从小在父母的

赏识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比从小在父母的责备下成长的孩

子更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赏识教育能激发出学生

自身最大的潜能，能培养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沟通交往

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等。很多时候，那些在表演上有一

定天赋或兴趣的学生对学校组织的相关晚会活动有很强

的表现欲望，也许有些学生擅长主持，有些学生有一副好

歌喉，有些学生舞蹈好，有些学生会讲相声等等，但他们

又因缺乏胆量不敢报名而错过了宝贵的机会，这时教师

对他的赏识就能很好地鼓励他们勇敢地表现自己。在参

加活动的过程中，自然就能培养他们在表演方面上的能

力，而且这种能力只有在参加具体的活动中才能得以体

现和提高。

２．３　有利于学生性格的培养
性格一般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跟后天的

影响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个人的性格可以看出他

的道德修养。留守儿童在害怕孤独的年龄却缺少父母的

陪伴，他们的性格往往表现得比较倔强叛逆，他们的心理

发展不够成熟，这时学校老师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学生性格的形成。一个内向自卑的学生在老师的

鼓励和关爱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开朗外向，相反的，一个

本来积极活泼的学生在老师棍棒教育的作用下会变得越

来越缺乏自信，这可能会对他性格的形成造成负面的影

响。留守学生的叛逆和抵触，是缺爱的一种表现，是为了

寻求老师的关注。因此，教师不要无视或者一味地谴责

他们这种情绪，而是要促进学生形成积极乐观、自信开朗

的性格。

３　赏识教育的策略
３．１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实施赏识教育的前提，在赏识教

育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教师在与学生

交流时，要注意把他们摆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不要让学

生感觉教师总是高高在上，否则不仅不利于师生之间的

交流，而且会让学生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自然就不会跟老

师说真心话。留守学生性格孤僻，不善于跟人交流，如果

老师对这些学生采用惩罚的方式，反而会破坏师生关系，

使学生对老师失去敬意，甚至产生厌恶的情感。赏识教

育认为，教师要宽容学生的缺点，不要过于苛求，要多用

鼓励和赞美性的语言，这是搭建良好师生关系的有效

手段。

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尊

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应该像尊重上帝一样尊

重学生。尊重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作为学生的权利，给

予爱的鼓励。二是理解。留守学生他们自身存在很多缺

陷，特别是心理上的缺陷，我们对待病人就应该小心呵

护。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

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用孩子的眼光看孩子的世界，理解孩子的

言行。三是关爱。爱是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爱能唤醒沉

睡的灵魂。

对于学生而言，教师的赞美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学生的心灵普遍比较单纯，都希望得到老师的夸奖，有着

强烈的表演欲望，获得的赞美多，就越会希望自己能够做

得更好，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也就在学习、行为、习惯、思

想等各个方面有了改进和发展，渐渐接近老师的期

望值［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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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注重因才施赏、因材施教
赏识，要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要有针对性，要因才

施赏，因材施教［１］。

首先，对不同类别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赏识方法。

对缺点较多的后进生，应该耐心地寻找其“闪光点”，加以

赏识，并创造促其转变的契机。笔者在教育实习中，遇到

这样一个学生：他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跟同学交流，而且

做事有点拖拉，在一堂作文课上，其他同学差不多都把作

文写完了，可他却还没动笔，而且丝毫不着急。但是笔者

发现他每次打扫卫生都非常认真勤快，而且次次都留在

最后。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学生，应该多跟他交

流，多称赞他热爱劳动这个优点，并鼓励他多跟其他同学

交流与学习，给他关爱与温暖，让他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对各方面表现一般的中等生，应赏识并夸大其“闪光点”。

比如，有些性格内向、成绩平平的学生，他们在音乐上或

体育上有一定的特长，那么作为老师，要鼓励他们多参加

学校的文艺晚会和运动会。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

挥优势，取得让自己骄傲的成绩，这是能有效增强他们自

信心的一种方法，也是扬长教育的基本方法。对品学兼

优的学生，特别是班干部，当这类学生有出色表现时应及

时表扬，从而增强他们工作的能力和积极性。

其次，对不同个性的学生，赏识的力度也要有差别。

对性格内向、欠缺信心的学生，给予最大程度的肯定与鼓

励，需要用来自心灵的支持不断增强孩子的勇气；对胆大

自负的学生，则要掌握好时机和火候，不要让赏识变成他

们骄傲的资本；对于大部分健全而又有自我评价能力的

孩子来说，过多的“你做得很好”、“你真棒”、“你的错误

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表扬与鼓励则会显得肤浅，会让

孩子感到麻木，甚至反感。

３．３　要合理利用批评与表扬
赏识教育并不是溺爱，运用赏识教育，并不是意味着

老师对学生的错误熟视无睹、弃之不管［５］。严格要求学

生和对学生宽容相待都是出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这个共

同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最佳的程度是宽

而有所限、严而不苛刻、慈而不溺爱。赏识教育并没有否

定批评，但批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在批评学生的错误

之前最好先用平和的语言毫不吝啬地肯定赞美其优点，

然后就事论事指出他的错误，对事不对人地进行评价，切

记对学生讽刺挖苦、高声呵斥。

相对来说，传统的教育失之于猛，今天的教育失之于

宽。笔者认为，教育应该要宽猛相济。在实际的教育中，

一些教师和家长认为“赏识”就不能否定，无论学生说的

有无道理，都不置可否，或保持中立态度，或给予含糊肯

定“你们说得都有道理”。很多教师不敢触及一个“不”

字，唯恐因此扼杀了一个“爱迪生”，夭折了一个“牛顿”。

凡是都应有个度，一味的或不适当的赏识，会模糊学生的

认识，淡薄他们的是非观念。

用鼓励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信固然是一种教育方

式，但过度的赏识会使孩子变得自负和脆弱。所谓“良药

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教育中，也要运用批评

与惩罚对学生产生激将作用。批评与表扬需要与尊重、

信任相结合，要顾及学生的承受力。

赏识教育注重肯定学生的优点和进步，但并不是忽

视其存在的问题，学生的缺点应该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

如果把赏识教育片面理解为单纯的表扬和赞美，只知道

用夸奖来鼓励学生，忽视正当的批评、适当的挫折在教育

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赏识教育”的一种歪曲

理解［６］。

４　结　语
赏识教育是充满人情味、充满生命力的教育，是让所

有孩子成长的教育。赏识教育是让孩子热爱生命、热爱

时代、热爱学习、热爱探索的教育。要让孩子变得快乐，

必须使之展示自己的天性。在赏识教育中，要充分信任、

尊重学生，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要不断以激励的方

式促进学生成长。赏识教育是一种尊重生命规律的教

育，每个学生都拥有自己优势的智力领域，因此教师要有

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并进行恰如

其分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才。赏

识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素质教育的需要，更是留

守学生最大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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