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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恐惧———论教学勇气在学困生

转化工作中的重要性 ①

王小琳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帕克·帕尔默撰写《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对于改善我国基础教育中学困生转化工作具有重
要的启迪作用。它要求教师在学困生转化过程中要培养并葆有教学勇气，以高度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完整为基础，有勇

气面对自我、面对学困生、面对工作中的困难，突破自我恐惧后将学困生从恐惧中拉出来，共同推动学困生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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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困生的转化，人们的研究重点向来都是放在
学生一方，研究学困生的成因、研究学困生的心理、研究

学困生的动机等等，却往往忽略了转化工作的另一个重

要实施主体———教师，对在此过程中教师的心灵历程就

更少提及。美国教育家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一书另辟蹊径，将人们很少关注的教师

“教学勇气”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并进行了深刻阐释，这

一独特视角对现今学困生转化工作有着巨大启发。帕克

提出：“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

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１］教学勇气指教

师以真我的方式、以符合自己本性的方式去教学的信

念［１］。通过探究教学勇气，教师可以消除学困生转化工

作中出现的不良恐惧反应，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全面地认

识学困生，与同侪合作相处，教师才能带着更加强大的心

灵和自信投入到学困生转化工作中，给学困生带来更大

的希望。

１　转化学困生过程中的恐惧
学困生转化存在很多困难，一些困难甚至会导致转

化工作难以继续，其实这其中许多困难都来自教师和学

困生内心的恐惧，恐惧产生不良情绪，侵蚀了教师和学困

生的心灵。帕克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中认

为：“恐惧是一种使我们和同事、学生、学科以及我们自己

相分离的东西”，并表明恐惧会导致自我封闭，割断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帕克认为恐惧是无处不在的，教师

站在讲台上，惶恐不安，害怕随时出丑；学生躲在书本后

面，害怕暴露无知。“当两种恐惧混在一起时，恐惧就以

几何级数递增———教育就瘫痪了。”［１］本文参考帕克的观

点，以学困生转化的两大主体为依据，将恐惧分为两大类

型，一是教师的恐惧，二是学困生的恐惧。

１．１　教师的恐惧
“教师的恐惧”是指教师因外界体制或自身能力对教

学的某种困境感到无能为力且欲逃避这种情境所产生的

情绪体验（教学恐惧：涵义、危害与对策）。［３］在转化学困

生的过程中，教师的恐惧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学困

生对教师的压力，教师对自己工作能力不自信、害怕自己

的努力会换来学困生无所谓对待、害怕课堂上尴尬的沉

默、害怕不被学困生认同而失去教师尊严；二是源于外部

制度和权威的桎梏，教师恐惧转化行为若不顺从权威制

度的要求，会失去工作地位，恐惧自己创新的转化方法会

得到同事间的质疑和猜测，害怕被同事疏远，于是干脆自

己就放弃了努力也放弃了学困生的改变。因而教师躲在

讲台上，与学困生隔离开来，变得自我封闭、无动于衷，与

学困生沉默以对，也失去了维系自我认同和自我完整的

机会。

１．２　学困生的恐惧
与普通学生相比，学困生的自尊心看似弱其实更强，

没有自信却又无比敏感。他们害怕失败、害怕不懂，害怕

被提问到想回避的问题、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足、害怕受到

同学和教师的偏见和嘲笑，为避免与教师的正面交锋，他

们往往用沉默将自己裹的厚厚的，躲在书本后面，把自己

埋得低低的，与世隔绝一般，成为教室中“格格不入”的一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８
作者简介：王小琳（１９９０－），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



第９期 王小琳：克服恐惧———论教学勇气在学困生转化工作中的重要性

群人。但在学困生恐惧、沉默的背后，是想去发出自己的

呐喊，是想要教师聆听到自己心声的迫切希望。

２　教学勇气在学困生转化工作中的积极意义
教学勇气主张教师鼓起勇气保持心灵的开放，即使

力不存心仍然能够坚持，告诉教师正正的教学应该是源

自心灵的教学，最深层次的认知应该是共同分享、相互联

系的，热爱学生是教师教好学生的前提，没有对学生无感

情、无爱却能把教学处好的教师。借助教学勇气，即使面

对那些“似乎格格不入”的学生，教师也能敞开心扉去对

待他们，也能够洞察到学困生沉默背后的真实，就如帕克

所说“一个好教师能够倾听学生甚至尚未发出之声

音———这样有一天学生才会能够真实而又自信地说

话。”［１］教师教学勇气在学困生转化方面的积极意义可以

表现在以下几个层次：

２．１　克服教师的恐惧，帮助走向自我完善与自我认同
“对学困生苦口婆心的教育，换来的却是学困生的满

不在乎”、“自己大费工夫为学困生制定的转化计划，却得

不到期望的结果”此类的抱怨在学困生转化过程中平常

而普遍，但恰恰是这些看似普遍正常的问题往往使转化

工作举步维艰，教师这种多次遭遇失败后表现出来的怀

疑、否定和沮丧，会使其在转化学困生的工作中变得越来

越消极被动，不断逃避、退缩，最后陷入绝望，渐渐的对学

困生和学困生转化产生恐惧。究其缘由这大多源于教师

对自己专业素质的不自信和担心过高的期望得不到回应

而陷入失落、尴尬。当这种恐惧蔓延时，教育教学就会变

得压抑、紧张、尴尬，不但影响正常的教学效率，师生双方

同时也会丧失改变的积极性，转化工作将更难以进行。

但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这种恐惧是无法避免的，它是一

种正常的教育现象，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会经历的一种

状况，面对这种恐惧，教师需要进行积极的应对，鼓起教

学勇气，努力去攻克困境。帕克鼓励教师勇于面对那些

似乎“格格不入”的学生，不要用“无能为力”给自己找借

口远离学困生。有教学勇气的教师，即使自己再无助，也

会想方设法帮助学生进步，教育教学的根本在于学生，教

师放弃学生，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更不符合为人师者应

有的品德。面对学困生问题，教师不能躲避逃离，须鼓起

勇气来，投入更大的教育热情来与其交往沟通。教师还

需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困生，细心挖掘学困生身上的

每一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帮扶一定能够带来学

困生的成长和进步。倘若教师对自己没有信心和果敢的

决心，认为自己对学困生无能为力，那么他（她）这种消极

的姿态会直接影响到学困生的尊敬和信任，师生之间和

谐相处的桥梁将难以构建，亲密联系的纽带也会被切断，

教师和学困生隔离开来了，转化工作将无从开展。

２．２　克服学困生的恐惧、帮助重拾自信与热情
在另一层次上，帕克认为教学勇气也是让教师直面

自己的恐惧之后洞察到学生的恐惧，是勇于去接触学生、

帮助学生的勇气。在学困生转化过程中，许多学困生因

恐惧只能以沉默躲避教师，此时教师不能以沉默来回应

学困生，教师要理解学困生的困处，并以自己富有勇气的

教学唤起学困生勇于表达自己的勇气。教学勇气体现教

师对学困生的爱，没有对学困生的爱，学困生转化工作就

会成为一个流于形式的活动。当教师对转变这些“似乎

格格不入的学生”心有希望时，就会在日常教学中更加积

极地去关注学困生的一言一行，并将这份关注和爱意通

过各种细微的末节传达给学困生，例如更多的提问和辅

导等。爱是相互的，如果教师能够打破自我恐惧，鼓起勇

气去真正关注学困生，学困生也一定会跳出恐惧的沉默，

更大的回馈教师的这份爱，学困生会为了喜爱自己的教

师而更加努力的学习。在日常教学中，教师需向学困生

倾注更多的精力和爱护，要让学困生感到自己也是被关

注的、也是被老师重视的，引导学困生慢慢走出自卑的禁

锢，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每一个善意

的表达，对与学困生都是莫大的鼓励，学困生感受到教师

的这份鼓励和信任，就会鼓起更大的希望，会更加信赖教

师，会更积极配合教师的转化工作，师生之间的联系也会

越来越紧密，关系也会更加的契合。

３　教学勇气的培养
３．１　正视自我，教师克服恐惧
３．１．１　信任自己，接纳遗憾

一些教师对自己的转化能力缺乏信心，其实这是一

种缺乏教学勇气的表现。转换学困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需要仔细分析学困

生形成的原因并以此依据制订相关的计划，在学困生转

换过程中还需要教师持续不断的辅导和激励。这是一项

细小而又艰巨的工作，看似平凡却又极其伟大，需要教师

鼓足勇气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首先，教师要有直面自

我的勇气。认清自我的身份，让身份回归纯粹的师者。

教师在正确评价对待学困生之前，首先要正确认识自我，

客观评价自己，缺乏自信的教师，难以赢得学生的信任、

难以维护教师的尊严；其次，教师要学会接纳缺憾，不要

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学困生的转化。教师这一工作可

以说充满着遗憾，因为教育教学工作从来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面对个性迥异的学困生和不断变化着的教学情

境，教师也会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无助。倘若教师不

能够接纳教育教学中的缺憾，教师将会对自己的教学越

来越不满意、越来越急躁、沮丧、失落，最后发展成不良恐

惧，影响正常的教学。其实工作中有遗憾是难免的，自己

有欠缺也是正常的，正视遗憾，接纳这个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勇敢地面对现实，教师才能在困境中不断进取，勇往

直前。教师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才能够以积

极的心态对待学困生，教师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也一定能够接纳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青涩与不成熟。教

育就是一群不完美的人，带着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

美的过程，遗憾是难免的，缺憾是存在的，但这之后会是

更大的进步和成长。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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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打破桎梏，维系自身认同和完整
外界对于学困生转化对教师施加了太多硬性的细则

和规定，且这些细则和规定有越来越细化的倾向。不可

否认一些经过专家论证和部分教师实践的细则和规定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困生的转化，但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这些细则和规定对每个教师、每个学困生都是适合的吗？

帕尔默指出，所有的好教师都使用相同的教学技巧是不

可能的，教学勇气鼓励教师不盲从权威与规定，他告诉教

师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才是最好的，在教师和教学方式

之间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契合点，找到一致性的存在。同

样的，这一点在转换学困生的过程中也特别值得关注，所

有的教师使用一样的转化学困生的方法也是不现实的，

教师转化学困生的方法要符合学困生的实际情况，更要

符合作为实施者的教师的本性。教师必须拥有教学勇

气，抛开外部权威的桎梏，按自己和学困生的实际状况设

想进行转化工作。这就需要教师在学困生转化过程中不

断地思考，不断地追问，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善，不让自

己停留在现实的桎梏之中，始终保持心灵的敏锐与开放。

正如帕克所说“教学的勇气就在于有勇气保持心灵的开

放，即使力不从心仍然能够坚持，那样，教师、学生和学科

才能被编织到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体结构中。”［１］好

的转化学困生的方法不是符合外部规范的方法，也不是

别的教师证明有效的方法，而是符合教师和学困生本性

的方法。倘若教师失去教学勇气，害怕违反权威和体制

的规定、害怕成为同侪中“独立特行”的人，那么这种病态

恐惧就会使教师失去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丢失掉本性。

实际上，每位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都应是其个性的独特

体现，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课堂，实现完全标准化

的教育教学是不现实的，而且教育教学越接近标准化，教

师个性和教学创造就越少［２］。

３．２　教师用爱克服学困生的恐惧
帕克说：“没有任何教学技术能够挽回我课堂上处理

‘来自地狱的学生’的失败，因为问题始于一种更内在的，

不易处理的地方，始于我不能敏锐的读懂他和他的行为

这一事实。”［１］在学困生转化过程中，教师总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学困生当做管教的对象，习惯于居高临下的管

学生，用职责和批评表达对学困生的要求和期望。这样，

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会越来越大，很容易产生敌对情绪

和误解，只会不断加剧学困生的恐惧感。要想消除学困

生的恐惧，教师首先要放下身段，尊重学困生，平等地对

待学困生；教师要明确转化工作离不开学困生的亲密配

合，教师想要赢得学困生的拥护，首先必须赢得学困生的

接纳和信任。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３．２．１　尊重学困生，主动亲近学困生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教育，首先是关怀

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触及年轻的心灵，在这

里谁有细致和耐心谁就能获得成功。”教师要把学困生看

做是与自己人格平等的个体，关注学困生的整体人格，把

学困生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接纳、理解，同时也向学困生

真诚的敞开自己的整体人格，让学困生体会到教师对他

们的体谅和爱护，拉近双方心灵的距离。创造融洽和谐

的沟通气氛，使师范生获得愉快、轻松的情绪体验。教师

的真诚和爱会消除学困生的防备和戒心，减低学困生的

恐惧，如此学困生才会真诚的对待教师，完全地向教师敞

开心扉，师生之间在平等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相遇、教

学相长。

３．２．２　正确评价学困生
教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对学生

的不同期望会被学生内化为自我期望，直接影响着学生

的成长与发展。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与鼓励是人之本

性，现实疗法创始人格拉泽指出“人都有爱与被爱两种本

能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则可能产生焦虑、抑郁寡欢、

自暴自弃等情绪反应。”学困生尤其如此，他们身处困境，

对周遭环境比较敏感，防备心较重。因而在日常教学中

要跳出成绩的局限，关注学困生的整体发展，要对学困生

持积极期望的态度，不要因为惧怕课堂沉默而不给学困

生表达的机会，不要粗暴的打断学困生的发言，即使他们

的回答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要努力的去引导学困生，多

给学困生锻炼的机会，多给学困生赞许的目光和言语，要

对学困生的改变抱有美好期望，使学困生提升自己的自

信、鼓起勇气、积极进取。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

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因

而教师除了向学困生辅导知识外，更应该成为学困生的

顾问，为其提供学习及生活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其探

讨发现学习的奥秘而不是直接的知识灌输，唤起学困生

学习的热情，帮助其学会学习。

４　结　语
在转化学困生的过程中，教师会经历痛苦和欢乐，会

产生各种恐惧和无力感，但这些都源于对学困生、对教育

教学事业最衷心的爱，教师培育并葆有教学勇气才能克

服这些不良情绪，避免其吞噬教师的心灵。爱是教育的

原动力，教师要鼓起勇气、克服恐惧，让学困生感受到对

其发自内心的关怀，与其进行真诚的沟通交流。古人云，

亲其师而信其道，学困生体会到教师对其的爱护、了解到

自己并未被教师放弃和隔离，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命

运主宰者，而是与其共同努力、共同学习的引导者，才能

真正走出恐惧和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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