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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和家长在对问题学生进行帮教和矫正其心理失衡时,应首先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合他们心理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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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问题学生,就是指那些与同年龄段学生相比,由于受到家庭、社

会、学校等方面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及自身的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因素,从而

导致在思想、认识、心理、行为、学习等方面偏离常态,需要在他人帮助

下才能解决问题的学生。问题学生,一般在心理上都有失衡的现象,但只要

我们矫正方法得当,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 

1 常见的问题学生心理失衡的现象 

1.1表面自尊与内心自卑的心理失衡 

小学高年级学生由于年龄的增长,思维更趋完善,其自尊意识较中低

年级阶段有了很大发展。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赞扬,尤其是老

师和同学的夸奖更令他们感到鼓舞和满足,问题学生的这种心态则表现得

既强烈又隐蔽,这是由于他们的缺点、弱点比正常学生多,经常受到别人的

冷落和嫌弃而产生的自卑心理的影响造成的。正是这种自卑心理的作用,

使得他们表面上对什么都无所谓,远离老师和同学,表现出目空一切的样

子,以维护其自尊。 

1.2愿意进取与畏惧困难的心理失衡 

一些被教师视为不可救药的问题学生也有想进步的念头,只是进取需

付出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需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有不怕挫折的毅

力,这些恰恰是问题学生所缺乏的。所以他们经常是空有愿望,虽然也有一

些问题学生试图将愿望变为行动,但是,一遇到困难他们就打退堂鼓了,导

致有进取愿望和害怕困难的心理失衡。 

1.3有参与意识,但参与能力低下而产生自我否定的心理失衡 

尽管问题学生有许多心理障碍,对周围的事物和同学、老师表现出冷

漠感,但是对于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还是愿意参加的,有些人还表

现得非常积极。不过,因为他们受学习成绩差、知识面窄等的制约,参与能

力显得低下,同学和教师担心他们不守纪律,不听指挥,不准许他们参加,

这样就使他们产生了自己无能、叫人看不起、不受欢迎等自我否定心理而

自暴自弃,导致心理失衡。 

1.4较强的自我实现欲望和消极的自我实现方式而产生的心理失衡 

一些问题学生感到自己在学习、守纪等方面不如别人,在集体中被同

学和老师讨厌,没有发言权,是二等公民。所以心中充满怨气,总想做出一

些叫他人刮目相看的事来表现自己,以实现自我。但他们实现自我的方式

方法不对,采取一些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手段。如：故意闹课堂与老师对

抗或损坏公共财产、打骂同学,甚至发展到结邦拉派充当老大……。 

2 问题学生心理失衡矫正的基本方法 

2.1了解和掌握问题学生心理失衡的客观原因是矫正的前提 

问题学生中大多数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环境差,他们中很多人的

父母本身就有许多不良行为,这些消极东西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们。

此外,还有学校教育的不当,如教师方法简单,对学生总是训斥、嘲讽,对学

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不分清是性格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一律扣上品德不好

的帽子等等,都会在学生心理留下不愉快的阴影,其中一部分心理品质欠

佳的学生则因此而变为问题学生。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教师和家长在对问题学生进行帮教和矫正其心理

失衡时,应首先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合他们心理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捕捉

教育时机,为他们选择和提供一些可读性强,又适合其年龄特征,内容健康

的课外书籍,组织观看健康的影像,并进行影评、视评,组织参观烈士纪念

馆,革命先烈纪念地,举行歌咏会等等,以此来分散和转移社会不良影响对

他们心理的刺激。教师和家长应该放下架子,同学生交朋友谈思想,摸清他

们心理活动的脉搏。只有这样,矫正他们的心理失衡才会见成效。 

2.2保持问题学生的情绪,使其处于稳定和理智状态是矫正其心理失

衡的重要环节 

对问题学生进行帮助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情绪要处于稳

定、理智状态。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教师和家长的批评、说理他们才

听得进去,但问题学生情绪变化无常,波动幅度大,有时还会出现丧失理智

的现象,所以对问题学生应重视对其情绪调节,应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全

面、公正、多角度地看待他们,努力挖掘和发现他们的长处和闪光点。如

他们中许多人重感情,乐于助人,劳动中肯吃苦,应鼓励他们加以发扬,这 

3.4建立校内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 

学校通过主动协商和对企业的严格把关之后,同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具

有企业特色的生产性实训基地,让学生能够在学校内进行零距离的工作对

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致,并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学校通过建立专业教师

和企业技术性人才的交流研发小队,在提升专业教师的素质和研发能力的

同时,还可以提升教师和企业的知名度,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还对当地

的经济有所帮助,通过组建小内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将自身的知识结合到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实现了“学校工厂化、工厂教室

化”的全新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企业、学校等各个阶层

都有所收益,真正的实现多赢。 

4 结语 

在社会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各院校与学生都面对着较大压力；而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有效解决学校与学生就业问题,同时为企业输送了不少

人才。对此,各院校还应立足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制定科学有效方法,提高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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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教师和家长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使他保持了轻松良好的心态,对于行

为中消极的方面能够自我醒悟。 

2.3寄予期望,严格要求是矫正问题学生心理失衡的根本 

根据问题学生思想、心理素质和日常行为表现的实际情况,对他们提

出一定的要求,寄予良好的期望,可以使他们前进有方向、有目标、有动力。

但要使问题学生达到教师和家长的要求,实现期望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教师和家长应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能急于求成。对问题学

生的缺点错误决不能姑息迁就,无原则地让步。该批评的批评,但要讲究批

评艺术,使对方感到是对他真诚善意的帮助,是恨铁不成钢。批评还要注意

地点,对那些自尊心强、脾气倔强、易动怒的问题学生应尽量避免在大众

场合下批评他,避免给其形成不该有的心理压力,使他失去理智同教师和

家长争吵顶撞起来,给教师、家长造成被动的局面。 

2.4积极挖掘问题学生的闪光点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捕捉每一个学

生身上的闪光点。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但很有可能你通过这

个小小的闪光点可以挖掘出埋藏在他心里头的大金矿。前苏联著名的教育

家马卡连科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用缩小镜看学生

的缺点”。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刘心武先生在他的一篇作品中也有这样一句

经典的话：“一个丑恶的罪犯也有他自己的心灵美！”。因此,只要我们平等

对待问题学生,针对他们的不足,多给予关心、指导,尊重、保护他们的自

尊心,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表扬、激励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扬长

避,他们也一样会成功。 

3 善于引导,对问题学生进行优先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

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用地。”大多数问题学

生因长期遭受失败、挫折,总觉得自己很差,样样都不行,低人一等,在同

学、老师和家长面前,自卑感很强。因此,我们在教育问题学生时,千万不

能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这要求我们要用自己的爱心、用人格魅力、师德、

渊博的知识……去教育和感化学生,避免采取粗暴的教育方式,不能在公

共场合点名批评他们,不应该揭他们的老底。对他们的关怀也应优先：在

学习上,悉心辅导、主动询问他有无疑难问题,对他们优先提问,在提问时

由浅入深,先提一些他们能回答的问题,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并树立起信心,

对他们的答案给予充分肯定,即使有些问题他们回答得不完整。这样对问

题学生的教育才能收到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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