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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赏识，是以学生为中心，发现他们的闪光点，适时鼓励，引导学生树

立信心，全面发展。在德育中，可以通过全面看待学生、及时抓住时机、加强沟

通、营造氛围等方法，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更好地鼓励学生，点亮心灵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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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是充满爱的教育，是充满人情味的教育。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肯

定，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赏识教育，让孩子相信“我是一个好孩子”。

陶行知先生说：“我今天所要说的，就是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供给

人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孩子是成长中

的人，他们需要鼓励，需要引导。我们要能够接受孩子的错误，和他们一起直面

问题，一起解决问题，用赏识，点亮孩子心灵的光芒。

一、全面看待，发现闪光点。

班主任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面对的是发展中的人，一些固有的教育模式在

新时期的孩子身上已经很难取得成效，我们需要根据学生不断调整自己的方法。

我们可以以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结合生活实际，通过赏识教

育，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赏识，不是不分好坏，一股脑夸奖，而是在全面看待学

生的基础上，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让他们取长补短，越来越好。

1.革新思想，客观评价。

时代在变化，学生在发展，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全看看待学生，客观评价

学生。2016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围绕“全面发展的人”，

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3个方面，提出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作为班主任，我们也要革新

自己的教育思想，不以成绩论英雄，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在评价学生时，我们

要把握好尺度，在全面了解学生的而基础上，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价，客观地进行

评价，不让个人情绪影响评价。比如班中有个孩子非常调皮，常常犯错，屡教不

改，这样的学生往往给老师留下的印象非常差，如果不能抛开自身情绪，就有可

能无法客观评价他，这个学生的亮点就可能被忽视。在长期批评中，孩子可能就

会失去信心。相反，全面客观地看待，寻找他的闪光点，逐步引导，更有利于学

生全面发展。

2.立足学生，学会赏识。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

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构成。每个人都渴望爱与尊重，渴望自我实现。

小学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时期，自尊心较强，他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

希望得到老师、父母和同伴的目光，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赏识的本质是爱，“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老师，我们要用心对待每个孩子，关注他们，不给孩

子“贴标签”，不以偏概全，及时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比如我们班的一个小

男孩，上课小动作不停，时常插嘴扰乱课堂，但在谈心后才发现，他其实只是希

望得到老师、同学、家长的目光。他也渴望得到承认，只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老师的引导对他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在帮助学生改正缺点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

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并且给予认同。

二、抓准时机，培养自信心。

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学生，适时进行表扬。这样才能给学生希望，让学

生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喜爱和信任，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个好孩子”，没有人会

放弃他们，只要改正缺点，就会变得更好。

1.看准时机，及时表扬。

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

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当孩子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取得了某方面的成绩时，他们的

内心特别渴望得到老师的表扬，渴望家长的赞许，渴望同学钦佩的目光。卡耐基

说：要改变人而不触犯或引起反感，那么，请称赞他们最微小的进步，并称赞每

个进步。在德育中也是如此，当学生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时机，及时表扬，

适当引导，这样既满足学生内心爱与尊重的需要，也能帮助学生建立信心。比如

一个平时从来不好好做值日的同学在一次大扫除时非常积极，此时，他渴望的是

老师的目光，渴望你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及时发现并且及时表扬他这次积极的

行为，孩子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在后面的值日中也会有极大的改善。

2.合理赏识，树立信心。

赏识，不是一味地表扬或者对比衬托，而是要把握尺度，采取多种方法，适

时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小学的孩子年纪小，渴望新鲜事物，发现学生的闪

光点后，我们要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表扬鼓励，给予口头、

物质、精神等不同形式的表扬。这样一来，学生会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地认可

他，而不是随意敷衍，内心受到激励，他们会在后面努力做得更好，逐步树立对

自己的信心。此外，表扬也要注意尺度。中高年级的孩子处于心理的转折期，他



们的情绪较为敏感。如果一个平时表现不好的孩子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被夸大表

扬，或者在表扬的同时批评做得不好的同学，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假，嗤之以鼻。

因此，要注意方法，引导学生树立信心，全面发展。

三、加强沟通，增加了解度。

一个孩子的问题根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作为老师，遇到问题学生

容易把问题归在孩子身上。孩子固然有错，我们也要进行反思。作为老师，面向

很多孩子，有时候很容易忽略个别孩子的感受，一味地批评，没有及时发掘孩子

的闪光点。作为家长，一味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不好的。这给了孩子很大的打击。

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认可，这无疑让孩子很受伤。因此，为了

更好地赏识学生，我们要加强沟通。

1.耐心沟通，走进内心。

孩子渴望得到赏识，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许他们会做一些让老

师生气的事情，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渴望爱的孩子。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始终

牢记：沟通是从心开始的。耐下心来，用充满爱的心走近学生，了解他们的喜好、

长处和不足，这样才能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像朋友一样，带着微笑，经常与学生

聊聊天，走进学生的内心，我们才能探知学生的想法，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2.家校联合，促进成长。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老师更离不开父母，只有家校联合，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

长。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社会教育始于家庭，形象地讲，教育植根于家庭，然

后才会长出枝叶、花朵和果实。作为老师，要多和家长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情

况，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此外，也要及时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当孩子

不够出色时，家长容易陷入极端情绪，觉得孩子没救了，自己有些心灰意冷。此

时老师要及时引导家长，正确认识自己的孩子，及时鼓励，父母的认可和陪伴，

会让孩子更有信心。

四、创造氛围，提高凝聚力。

1.营造氛围，激发动力。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同伴。赏识教育不单要老师学会赏识，更要老师引导学生

自我赏识，赏识他人。在这样的班级氛围中，孩子们才会更有信心，更有动力。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以一颗充满爱的心引导学生，尊重欣赏学生，适时给予学

生鼓励，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认可，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学生不但渴望老

师的认可，也渴望同伴的肯定。在教育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班会、心理课等引



导学生发现他人的长处，对同学多一些肯定，营造赏识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动力。

2.多种活动，互相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班级活动来引导学生，互相赏识，树立信心。如每天记录

自己做的好的三件事，做的不好的一件事，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让同学相互

在记录本上写下自己鼓励的话，这样同伴之间就可以相互赏识相互激励。同时也

借助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合作的快乐。

相信时间，相信努力，相信每一朵花都会绽放；相信赏识，会点亮让孩子的

心灵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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