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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喻指那些淘气、破坏力强、攻击性强的孩子。一开始，陈珥老师
班里的小X（化名，以下孩子皆为化名）以百分之百的吻合度对号入座了。

不过，关于“熊孩子”，网络上还有一种解释：有活力的青少年，是对调皮
孩子的爱称。现在的小X就是这样一个“熊孩子”。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他的故事
爱动手动脚的“熊孩子”

三年级上学期，我接手这个班。开学伊始，我对
孩子们也不是很了解。几个热心的家长总会如数家
珍般向我介绍班里孩子的情况，提到小X，大家说得
最多的便是“小X是班里最坏的孩子”。没过几天，琦
琦的奶奶找到我，愤愤地说：“陈老师，坐我孙女后面
的小X太不像话了，接连好几天都把我孙女的衣服
踢得满是脚印，还威胁她不许告诉家长，否则就揍
她。”小涵的妈妈打来电话，几乎带着哭腔：“老师，什
么时候换座位？别再让小X和我女儿同桌了，他老欺
负我女儿，我女儿已经有阴影了。”

接下来的日子，小X果然状况不断。早上迟到、不
交作业是家常便饭；美术课，不把新来的老师放在眼
里，把老师给大家欣赏的画作称为“垃圾”，还理直气壮
顶撞老师；音乐课，他唱着与大家格格不入的歌……

下课了，我前脚刚迈进办公室，后脚就有孩子跟
着来告状，“小X揪我耳朵”“小X把我的文具盒扔到
垃圾桶里了”“小X骂我是蠢猪”……午间，孩子们在
教室看书、写作业，小X更是逍遥自在，拿块橡皮在
别人背上练功。

我的分析
读你千遍不厌倦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本书，需要我们用心去读懂。
对待这样的“熊孩子”，放任不管或一味压制肯定是
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小X的心理根
源作出了如下分析。

从孩子自身角度而言，首先是他的自控能力很
差。每次犯错误后，小X都努力保证绝不再犯。然而，
一旦遇到适宜的时机，所有的保证都抛至九霄云外，
一切“凭着自己的兴趣”做事。另外就是盲目的个人

“英雄主义”。简单地说，小X想以出风头、捣乱纪律来
显摆自己，以为这是所谓的“英雄豪杰”，借以引起别
人的注意，扩大在其他同学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学校里，很多老师、同学给他扣上“坏孩子”的
帽子。得不到肯定的小X，久而久之，索性就“破罐子
破摔”了。

而在家里，小X的父母经营着一家生意相当不
错的店铺，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学习，滋
养了孩子的一些恶习。知道孩子犯了错误，家长采取
的不是心平气和的教育，而是动手打一顿。孩子耳濡
目染，一遇到不顺其意的事，便也喜欢动手动脚。

一日，我正在办公室改作业，一个男生
来告状，说小X打他。我把小X请到了办
公室，让他原原本本讲述一下事情经过。
小X 毫不避讳地承认，因为同学不喜欢
他，所以他就要让他们瞧瞧厉害。我没有
一开始就批评他，反而赞扬了他的诚实。
听到表扬，小X 低垂的脑袋稍稍扬了起
来。

“你觉得欺负同学，大家就会喜欢你了
吗？你有没有想过下次你在学校遇到困难
怎么办啊？”我问。

小X闪过一丝疑虑：“应该没同学会帮
助我吧，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

“你觉得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喜欢你
呢？”我继续说，“你看，你身材高大魁梧，
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令多少同学对

你羡慕不已啊！英雄得有用武之地啊，比
如保护班里弱小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优势
为班级服务，这样你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
的，愿意试试吗？”

小X欣然接受。为此，我还特地在全班
同学面前为他举行了一场“小义工就职仪
式”。自从这个“志愿者”上岗后，他欺负同
学的事儿确实没怎么发生了，午间，经常看
到他拿着一块抹布卖力地擦着教室的玻璃
窗，还时不时会跑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

感悟：“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
师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把好意传递给学
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寄予期望，便会让
他感觉获得了支持，从而增强了自我价
值，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并尽力达
到对方的期待，以避免对方失望。

有一次，我正在食堂吃饭。一群孩子急
匆匆地跑来汇报：“老师不好了，小X又闯
祸了，教室里发大水了！”我火速赶往教
室，教室里果然水漫金山。此时的小X，面
对自己犯下的错，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小X为了展示自己力大如牛，要独
自为班级的饮水机换一桶水。结果，由于
没有足够的力气抓住矿泉水桶，不但砸坏
了饮水机，桶里的水也全洒了。

事后，我让大家来评一评，小X到底
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结果毫无悬念，
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做了一件坏事。
我笑着说：“可老师觉得他今天是在为大
家做好事。你们想，小X觉得你们力气都
没他大，于是，他本着辛苦一人，幸福一家
的想法，独自为大家换水，多有奉献精神
的孩子啊！我们都应该谢谢他。”听了我的

话，孩子们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小X也不
好意思地笑了。

紧接着，我又说：“鉴于小X具有如此
强烈的服务意识，我决定把教室换水的任
务交给他，当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
的惨剧，必须给他配几个助理，由小X来
选择。”从此，小X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
务，教室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没人换水
而断水的情况。

感悟：北风凛冽，寒冷刺骨，行人把大
衣裹得更紧；南风徐徐，轻柔温暖，使人自
觉地把大衣脱下。南风之所以能达到目
的，就是因为它顺应了人的内在需要，使
人的行为变为自觉。这种以启发自我反
省、满足自我需要而产生的心理反应，我
们称之为“南风效应”。教师教育学生不也
如此？

为了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我在班级里
设立了形式多样的奖励项目。如：离开教
室自觉关灯、课前及时做好准备工作、早
读认真、书写工整……不管哪一方面做
得好，便可以获得奖章。小X便是这个奖
励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一旦发现他身上
的闪光点，我除了给予他奖章，还给了他
一项额外的“福利”，总不忘在全班同学
面前夸奖他，肯定他的表现。渐渐地，小
X 身上的坏毛病慢慢褪去。上课不做小

动作、不讲空话了；以前从不发言的他屡
屡发言；在学习搭档竞赛中，他竟然好几
次战胜了他的对手——科代表……他的
转变让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在我的推
荐下，他还评上了班级“每月之星”。

感悟：奖励和惩罚是对学生行为的外
部强化或弱化手段，它通过影响学生的自
身评价，能对学生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这就是奖惩效应。心理学实验证明，表扬、
鼓励和信任，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
和上进心。

我的行动
“皮格马利翁效应”传递积极信号

“南风效应”下的理解与宽容

应用“奖惩效应”的赏识与激励

班主任，一个平凡的岗位，却是孩子和班级的核心，更是连接家庭和学校的纽
带。班主任的态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孩子和家长的态度。在这个版块，请看班主任
怎么诠释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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