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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伯尔斯特曾说过：“那些不

被同伴接纳或是遭到拒绝的儿童

通常都是高危儿童。 这些高危儿

童更有可能辍学、 有违法乱纪行

为， 在青春期和成年期出现情绪

和心理问题。 ”工作中，我们会发

现一些孩子不被同伴认可， 连交

朋友都遭到拒绝，不好好学习。 他

们缺少同学、老师的关爱。 因此，
帮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形成健

全人格， 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课

题。
案 例：

学生安某，男，11岁，小学六年

级。 其父母共同经营个体商店，家

里由爷爷操持家务，家庭经济收入

一般。 父亲脾气暴躁，父母亲关系

紧张。 安某纪律性很差，爱说脏话，
不按时交作业， 经常搞恶作剧，欺

负小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

案例分析：
恐 惧 、不 安 、孤 独 、自 卑 、疑

虑、仇恨是关键的心理问题。 著名

心理学教授钟志农说过：“青少年

学生对安全感、 爱和归属以及尊

重需要的满足， 在部分学生家庭

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有为数不

少的学生感到自己的家庭没有温

暖、没 有 关 爱、没 有 人 情 味 、没 有

理 解 和 谅 解 ， 而 是 充 满 责 骂 、侮

辱、冲 突、争 吵、冷 漠、苛 求 、婚 姻

危机和家庭暴力， 凝聚着一种僵

硬、沉 闷、死 寂、压 抑、危 机 四 伏 、
令人窒息的气氛， 一些父母甚至

把孩子作为自己与配偶‘争斗’的

‘筹码’。 ”
本案例中， 由于安某父母关

系 不 和，家 里 充 满 责 骂 、冲 突 、争

吵、婚姻危机和家庭暴力，直接影

响了孩子的日常生活情绪、 学业

进步和情感发展， 在这样的家庭

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人格发

生 扭 曲，内 心 深 藏 着 恐 惧 、不 安 、
孤独、自卑、疑虑、仇恨，出现比较

严重的心理疾病。
所以他经常动手打人， 欺负

弱 小，上 课 捣 蛋 ，不 守 纪 律 ，想 以

此引起老师、同学的注意，以安慰

他那颗孤独、自卑的心。 从低年级

起因习惯不好，同学疏远他，老师

不看重他，父亲不关心他，母亲过

分溺爱他， 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

阴影。 他总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但

别人总是不喜欢他，不注意他，因

此，他就做怪动作，说脏话，捣乱，
尽可能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

己身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恐惧、不

安、孤独、自卑、疑虑、仇恨等人格

特征， 这也属因自我成长问题而

导致的情绪困扰。
教育方法：

第一阶段：找优点。 经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 我找到了他的一个

优点，并让他在班上表现自己。 然

后，召开班会，组织大家总结他的

表现，让同学们说他的优点，学生

你一言我一语，夸他像个男子汉，
讲义气， 乐于助人……他很不好

意思地告诉大家，以前，他很想和

同学们交朋友， 但怕大家不喜欢

自己， 所以搞些恶作剧以吸引大

家的注意力。 同学们对他的坦诚

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也勇敢地表

示， 以后要做一名遵守纪律的好

学生。
从这件事上， 他懂得了从不

同角度认识自己， 从不同角度赏

识自己，找回了自信，建立了良好

的心理状态。
第二阶段：消除顾虑，找回安

全感、爱和归属。 我首先与他最信

任的朋友取得共识， 让他们经常

和他沟通，消除心理障碍，找回安

全感。 同时，开展“感恩父母”系列

活动，让他了解父母生活、工作的

艰辛，了解父母为了自己而吵架的

原因，并通过家访、电话等方式，促

进他与父母之间的交流。 然后，我

让他经常去父母的商店，理解父母

挣钱的不易，体会父母的关爱。 在

他生日那天，让他和父母说说心里

话，用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向父

母表达感激之情。那晚，他流泪了，
父母流泪了， 烛光灿烂的夜晚，他

们轻轻地相拥在一起，他又找回了

安全感、爱和归属。第二天，他很兴

奋地告诉我说，他感到了幸福。
反 思：

经过一年的努力， 安某彻底

变了，上课时再也不捣乱了，也不

再欺负小同学了， 朋友也多了起

来。 上课时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有不懂的问题经常去问老师。 也

能正确面对批评了， 犯了错误后

能主动找老师认错，并积极改正。
同 时 还 积 极 参 加 学 校 组 织 的 绘

画、演 讲、计 算 机 等 比 赛 ，取 得 优

异成绩。
这 例 事 给 了 我 一 个 启 示 ：每

一个人健全人格的形成， 都需要

大家的关爱与支持。 作为老师，有

时候对违反纪律的孩子应该反向

思维，不要把缺点抓住不放，而应

该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找到

自信、安全感、爱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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