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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用教育心理学去发现学生、呵护学生、激励学生、引导学生、塑造自己、打造日常教学亮点、
培养学生的综合心理素质等方面出发，以一个个经典的小故事、小案例为切入点，加以简明而深刻的
心理学分析，从多角度、多方面分析、总结了教师如何在教育中运用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如何利用心
理学的知识使自己的教育更加有效的方法。
对广大一线教师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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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用教育心理学去发现学生把眼睛擦亮了——善于发现学生的“亮点”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
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有个班主任在班上给所有的学生都设立“亮点”榜：全班学生不分成绩优劣全都榜上有名，每个学生
都有一个值得别人学习的“亮点”，并且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目标栏写上自己奋斗的方向。
这位班主任的做法得到了全体学生和家长的一致支持。
作为教师，不能总盯住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而是应该学会发现学生身上的“亮点”。
奥托?瓦拉赫是德国化学家，191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的成功过程极富传奇色彩。
在他开始读中学时，父母为他选择的是一条文学之路，不料一个学期下来，老师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评
语：“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拘泥，这样的人即使有着完善的品德，也绝不可能在文学上发挥出来。
”此时，父母只好尊重儿子的意见，让他改学油画。
可瓦拉赫既不善于构图，又不会润色，对艺术的理解力也不强，成绩在班上是倒数第一，学校的评语
更是令人难以接受：“你是绘画艺术方面的不可造就之才。
”面对如此“笨拙”的学生，绝大部分老师认为他成才无望，只有化学老师认为他做事一丝不苟，具
备做好化学实验应有的品格，建议他试学化学。
父母接受了化学老师的建议。
这下，瓦拉赫智慧的火花一下被点着了。
文学艺术的“不可造就之才”一下子就变成了公认的化学方面的“前程远大的高才生”。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不存在单纯的某种智力和达到目标的唯一方法，每个人都会用自
己的方式发掘各自的大脑资源，这种为达到目的所发挥的个人才智才是真正的智力，而这种真正的智
力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他同时强调：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力组合，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式各样的
智力和智力组合，必须对每个学生的认知特点都给予充分的理解并使之得到最好的发展。
大部分教育心理学家都肯定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存在，这与我们人类自身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
都存在复杂的联系。
既然人类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来说，一定要注意把握学生之间
的这种差异。
学生的智能发展都是不均衡的，都有智能的优点和弱点。
在加德纳看来，人的智力可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刻画：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律智能；逻辑
——数理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智能；交往——交流智能；自
然——观察智能。
教育者应该通过细心观察发现学生的智力长处和可能的组合。
而上面提到的瓦拉赫也许在别的智能方面不优秀，但在自然观察智能上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如果能够像瓦拉赫的化学老师那样发现自己学生智能的最佳点，使他们的智能潜力得到充分的发
挥，便可取得惊人的成绩。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颗夺目的“珍珠”，只是有些孩子的优点直接露在了海滩的表面，而有些“珍珠”
不幸被沙子埋在了下面。
我们教师要做的就是去掉这些“珍珠”上面的沙土，让他们像别的珍珠一样光彩夺目！
下面故事中的青年就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去掉身上的“沙土”的！
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自己找一份工作。
“精通数学吗？
”那人问。
青年羞涩地摇头。
“历史、地理怎么样？
”青年不好意思地摇头。
“那法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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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朋友连连问话，青年只能摇头。
“那你先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份工作呀！
”青年惭愧地写下了自已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这时却被父亲的朋友拉住：“青年人，你的名字写
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啊！
”“把名字写好也是一个优点？
”青年满脸疑惑地望着父亲的好友。
“能把名字写好，就能把字写得叫人称赞，就能把文章写好！
”受到鼓励的青年，一点点地放大自己的优点，兴奋得脚步都轻松起来了。
数年后，青年果然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
大家或许怀疑这是杜撰出来的小故事，如果我们把文中青年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就不会有任何的猜疑
了。
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
大家都知道“文坛火枪手”大仲马，但是有谁了解他在成名之前的这段经历呢！
如果没有大仲马父亲那位朋友发现他的优点，我们怎么能看到今天仍然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三个火
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呢？
我们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学生是否听话、是否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来判断他们。
我们一般都喜欢听话和学习好的学生，对那些学习不好又不听话的孩子则很少倾注关爱。
那么原因何在呢？
学生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算是错误，问题出在很多教师缺少对这些不听话的、学习不好的学生的发现。
一位在教育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老校长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学生不一定人人都能考进名牌大学，但
他们都应该享受未来生活的快乐，他们都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们都应该有美满的家庭，他们都应
该对周围的世界抱着友好的态度。
今天我们多发现一些他们身上的优点，对他们多一份肯定，便决定了明天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积淀自信，这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正如老校长所说，其实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或者升入名牌的中学、大学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每个
孩子都有个人的独特之处，我们的教师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摘掉传统的“有色眼镜”，多发现一些学
生身上的优点和潜力。
每个孩子都考第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鲁迅、郭沫若在中小学的成绩，大都是七八十分，甚至还有些课不及格，可他们为什么能成为伟大的
文学家和思想家呢？
说明成功在于发展和选择，在于潜能的激发。
而普通的学生都还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潜力，这时教师的“一双明亮的慧眼”尤其重要，我们多发现
一个学生的一个小优点就为他们多提供了一条走向成功的人生道路！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提到这样一位女教师：她班上有一位男生，学习差，不做
作业，还常以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把老师气得双手发抖、脸发白。
当这个男生辍学时，这个老师如释重负，其他老师也向她表示祝贺。
事隔数年，女教师的电视机坏了，那位上门修理的师傅手艺高超，很快就修好了，而他就是当年的那
个男生。
女教师百感交集，愧疚于心：“这个人完全不是当年我课堂上的那个学生啊⋯⋯我们做老师的竟没有
发现，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和毫无希望的他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涵着天才，不仅是蕴藏着一个巧
匠达到天才，还蕴藏着我们没看到的大写的‘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发自内心的反省更加深刻呢
？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误判更令人遗憾终生呢？
作为教师，一定要确立这样的信念：没有不可造就的学生。
对教育者而言，学生身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
没有一种草不开花儿，没有一个学生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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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是一张充满个性色彩的生命画卷，这张画卷并非缺少值得欣赏的东西，真正缺少的倒是欣
赏的目光。
但愿我们的老师面对一张张生命的画卷，不是一味地去挑剔、埋怨、责备，而是要更多地去发现、去
欣赏，以欣赏的心态体会学生生命的最大丰富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每一点进步，帮助
学生发现自己、肯定自己，使更多的学生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让更多的学生拥有健康的心态、健全
的人格和自信的人生。
把握最深切的人性——以欣赏的眼光去发现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乃是被人欣赏的渴望。
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乃是被人欣赏的渴望。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的这句话抓住了人性中最深层的实质，人的内心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都有
被别人欣赏的渴望。
欣赏，在人类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欣赏教育，就是教书育人获得成功的保障，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桥梁
。
教育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目光，一句肯定的话语，一次成功的鼓励，都会使学生激动不已，产生
奋发向上的动力。
作为一个成功的教育者，要始终抱着一颗欣赏之心，并坚信这一星半点的欣赏，在未来的岁月里，一
定会燃起熊熊烈火。
1852年秋天，屠格涅夫在打猎时无意间捡到一本皱巴巴的《现代人》杂志。
他随手翻了几页，竞被一篇题为《童年》的小说所吸引。
作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但屠格涅夫对这篇小说却十分欣赏，钟爱有加。
他四处打听作者的住处，最后得知作者是由姑母一手抚养照顾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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