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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班级管理中“个别”问题学生案例探索
孔春雁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034；

摘要：班级管理在学校管理中处于重要地位，班级管理对于一名班主任来说十分重要，班级管理决定班主任工作、

教育目标、个人职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问题学生”是指在学习、行为、心理或情绪等方面经常出现偏离正常轨

道情况，对自身发展和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学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家庭子女数量渐少，许多

家庭对孩子过度宠溺与保护，致使孩子出现心理韧性欠缺、过度敏感等问题，学校里的“问题学生”随之增多。

对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班级中的问题学生，从家庭、行为、心理等维度分析，旨在为班主任提供具有实效性的教

育策略建议，以提升其应对问题学生的教育管理能力，促进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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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学生”的背景与教育理念

小学的时候，每个班总会有一些令教师头痛的学生，

他们的学业表现很差；也许在学习上表现不好的时候会

淘气；也可以是个淘气但又有点小机灵的孩子，总想搞

些小把戏或者搞恶作剧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然而，

由于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对其他学生造

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给老师的教育、课堂管理造成

了很大的困扰，所以经常被人们称之为“问题学生”。

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完善，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一

直倡导“一切为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主张每个学生都

是有自己鲜明的人格与差异的，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人，

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人，是一个有着无限发展潜力

的人。这使得在学校里，每个教师都非常尊重学生的差

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是我们的

根本追求。由于成人社会在社会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处

于不同的位置和位置，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职责和行为，

孩子们也不例外。在不同情况下，面对不同的人，他们

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

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还没有像大人那样跟外界建立起

复杂的关系，他们会形成什么样的认知观、世界观、价

值观，会产生怎样的性格、情感、道德观等都是未知的。

此外，小学生与中学生不一样，他们正处于青春期，身

心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叛逆，而小学生

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稳定，所以他们的可塑性比较

强。因此，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安定的环境是大人

的职责，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支援与引导，为他们日后步

入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应对未来的种种挑战做好准

备。

2 原生家庭对“问题学生”的影响概述

原生家庭是以原生父母为主体的家庭为主，孩子还

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家庭，而原生家庭中所种下的精神和

感情的种子，也会随着孩子一起长大。问题学生是指由

于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的不良因素，和同龄的学生

比较起来，他们在思想上、认识上、心理上、行为上、

学习上都出现了偏差，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解决问题。

“问题生”的形成，与其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有很大

的关系。一个孩子长大后的行为习惯，内在的性格，都

会受到原生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相处方式的影响。随着

这些儿童的成长，他们的心理障碍越来越多，尤其是在

学习行为和态度上出现了各种心理问题。

美国精神病学家Bowen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些有关

“系统家庭疗法”的理论，这对我们探讨“原生家庭”

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

从他的感情（情感）依赖的家庭体系中分离开来的一个

过程。美国精神病学家对“系统家庭疗法”中的一些关

键概念进行了探讨，也为我们对“原生家庭”的理论进

行了初步研究。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从他的感情

（情感）依赖的家庭体系中分离开来的一个过程，即自

我分化。自我分化是个人成熟与心理健康的重要人格变

量。家长和子女间的“不能排解的情感依赖”，会在青

少年时期乃至整个人生中持续存在。

在中国，儿童所处的教育环境较为独立并且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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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父母的教育方法缺乏科学依据，这部分子女必然会

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家庭投影的过程以及代际间的传

递。心理学家 Freeman 在 Family therapy with Coupl

es：the Family-Of-origin Approach 一书中在原生家

庭中，家庭中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生家庭中没有

解开的心结，而更多的是由于缺少关爱与关爱。不同特

征的原生家庭，其中包含了最初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从

幼年时代起，我们的内心秉性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田同学案例分析

片段一：田同学在课堂中的表现

在本次教学研习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四年十五班的

全体同学和宋老师。其中，田同学因其独特的外在表现

而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田同学身材瘦小，戴着一副黑

色框架的眼镜，一张圆圆的小脸上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

眼睛，看起来抖机灵像个小学霸。当我第一次进班听课

时，多数同学在课堂纪律方面表现良好，始终保持着规

规矩矩、端端正正的坐姿，然而，田同学却展现出与众

不同的行为，他全然不顾及周围同学的目光，坐姿长期

处于歪斜状态，时而向后仰靠，时而趴伏于桌面，并且

频繁用手摆弄桌上的学习用品。在学习过程中，写题时

常常发出唉声叹气之声，可在回答问题环节，却又表现

出极高的积极性，将手高高举起，一旦未被老师选中回

答问题，便会在面部显露出明显的失望神情。

课间时段，田同学向班主任反馈自己身体不舒服肚

子疼，班主任问他要不要回家时，他的回答却很随意。

班主任出于对其身体状况的判断以及学校课程的考虑，

如果他不严重，让田同学坚持到放学，田同学答应了。

但到了下午第一节课后，田同学依旧捂着肚子，面露痛

苦之色，向老师再次表明腹部疼痛未缓解。此时，班主

任在讲台前为田同学温柔地揉肚子，边揉边说：“爸爸

不是军人吗？我们男子汉肚子疼就受不了啦？你想当

兵吗？”田同学点点头。班主任老师继续说：“肚子疼

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当兵，能上战场上去打仗吗？”班

主任想以此来激励他要具备坚韧的品质。随后，田同学

点点头。田同学给我的初步印象，他在身体和心理上与

同龄孩子相比柔弱一些，这为后续进一步分析其行为背

后的深层心理因素和教育引导策略提供了具有价值的

观察起点，值得教育工作者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精力，

以助力其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片段二：情绪失控的小男孩

田同学特别调皮，总是愿意跟其他同学疯闹，有一

次自由活动时间，几个男同学在操场上玩，田同学主动

加入他们的嬉闹互动之中。然而，这几位男同学对田同

学的加入有抵触情绪，不仅明确拒绝了他的参与请求，

甚至进一步采取了较为不当的行为方式，即通过言语上

的威胁以及肢体上的假意攻击动作来吓唬田同学，试图

以此阻止他的继续纠缠。受到这种负面刺激的田同学，

于是在操场上田同学去追这几个男同学，想、他想通过

追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最后他没有追上这几个小

男孩，在田同学极度地愤怒和委屈的时候，他一屁股坐

在操场上，并将自己的眼镜用力甩到地面上，嚎啕大哭

起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负面情绪。

此时，那几位男同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了

较为严重的后果，于是他们到田同学身边向他道歉。然

而，处于情绪爆发巅峰的田同学，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愤

怒与委屈情绪之中，对他们的道歉行为未予理会，依然

在嚎啕大哭。几名男同学回到教室，把事情告诉班主任

之后，班主任觉得他旁边没有同学。过了一会班主任发

现田同学还在小树林里面，班主任立马去小树林里面找

田同学。老师看到他坐在地上，面部表情特别复杂难以

捉摸。从远处观望时，他的表情好像在哭，但当班主任

逐渐靠近后，却惊异地发现他的嘴角竟带有一丝不易察

觉的笑，这种矛盾的表情令班主任感到十分诧异，班主

任及时与田同学的家长取得了联系，向家长详细说明了

此次事件的发生经过以及田同学在整个过程中的情绪

反应，着重强调了田同学情绪的激动状态，建议家长在

近期内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与陪伴，关注孩子的情绪变

化。

片段三：出现重度焦虑问题

寒假期间，班里的同学们特别喜欢看课外书，大家

纷纷推荐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孩子们在假期里去自主阅

读。田同学假期期间看《三体》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

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由于文革期间的悲惨经历和人类

社会对大自然的不断破坏，对人类产生怨恨，，向宇宙

发布了一则消息，被三体世界捕获，暴露了太阳系的位

置，导致三体危机产生。在把更高级的宇宙文明带到人

间伊文斯和叶文洁的号召下，地球三体组织逐渐壮大，

后在全球人类的努力下被铲除。处于身心发展尚不成熟

阶段的田同学，因接触了超越其认知能力范围的读物，

致使其陷入了无法辨别现实与虚幻的困境。这种认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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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引发了他持续性的幻想，严重扰乱了其正常的睡

眠节律，进而使他主观上察觉到自身精神状态的异常。

他向妈妈倾诉了内心深处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

父母存在性的否定，他的妈妈在听到孩子的问题后，立

马与班主任取得联系，想要寻求专业的教育建议。班主

任鉴于田同学先前在操场上所表现出的情绪失控等异

常行为，已经初步预判其心理状态可能出现问题，因而

建议家长尽快带孩子去心理咨询师那里去寻求专业人

士的帮助。孩子母亲听从了这一建议，带孩子接受了全

面的心理评估，最终确诊田同学患有重度焦虑症，这一

诊断结果为后续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关键依

据，也凸显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与学校协同关注

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4“问题学生” 产生的多维度反思

4.1 家庭层面：原生家庭对“问题学生”的影响

首先，幼儿的早期教育与成长是由家庭、家庭教育

所决定的，但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家庭和家庭教育

是幼儿一生的摇篮，为幼儿的一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因

此，“问题孩子”的产生是由于家庭教育和环境的缺失

造成的。田同学所遇到的问题，都和他的家人有很大的

关系。家庭氛围不好，孩子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宋老

师与家长一番沟通之后，原来是家庭原因导致田同学重

度焦虑，每天胡思乱想。由于田同学的爸爸是一名军人，

使他家里整体气氛严肃。平时父母也总是不批评孩子，

表扬孩子的时候非常少。

其次，田同学一天能和父母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父母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到

了晚上，妈妈才有空监督他做功课，这对培养孩子好的

学习习惯是不利的。田同学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他觉得

父母更喜欢他的小妹妹，父母不喜欢他，所以他特别缺

爱。当孩子变得黏人，想要获得父母的关注,老师的关

注，在学校唉声叹气也是为了吸引老师对他的关注，他

希望老师更关心他。所以总是愿意在老师同学面前增强

存在感。

4.2 学校层面：学校教育偏离于学生的成长

在现代教育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于脱离了自然的亲情联系的儿童，其健康发展具有较

大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没有学校的教育，个体的

发展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应试”的影响下，考试成

了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唯一途径，学校的教学越来越

偏向于应试，因此忽略了对正在成长的学生的情感保护、

德性培养等其他方面的指导与发展，也就相当有可能产

生问题学生。

4.3 学生因素：学生层面归因的分析

小学生的思想比较不成熟。小学生在身体和心理上

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他们具有发展迅速、心理

不稳定的特点。心理上的不成熟是指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行为规范，理性判断。这就要求

家长和学校对引导性成长负责。但是从田同学的多个角

度来审视，却是相对缺乏的。田同学所看书籍不符合心

理发展，不利于小学生去看，这影响孩子正确价值观的

指引。老师、家长看到有同学看不合适的书籍，并没有

去制止。同时，父亲对他的严格教育，会影响孩子敏感，

脆弱的心，这很可能会成田同学的自卑性格，这对他意

志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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