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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班级往往会存在一些边缘学生。班主任在日常带班过程中要客观认

识学生的边缘身份，正确理解他们的模糊性期望，引导他们在处境上由“边缘”向“中心”回归，在学习上从“学

困”向“合格”甚至“良好”“优秀”转化，让他们在班级中获得尊严、快乐、进步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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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缘学生的界定和生存状态

“边缘学生”一般是指在一个具体班级组

织下，因为教育价值判断与规范的依赖性，在

教育过程中逐渐游离于教育价值观规范下的

主流教育活动之外或被其他受教育者主动忽

视而排除在主流教育活动之外的教育对象。

“他们在学业成绩、行为表现、心理健康、人际

交往、师生互动等方面发生障碍，使自己身处

边缘，处于被贬损、被漠视的不利处境和地

位。”（李伟峰、刘成伟，2011）边缘学生的不利

处境体现在他们在学校、班级生活中难以获得

尊严、快乐、进步和自我实现，个性得不到展

现、欣赏和鼓励。“他们在学校里处于或被贬损

或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

注，没有适合的教育措施，没有充足的学习机

会，自信心被打击，尊严被侵犯等。”（李伟峰、

刘成伟，2011）
边缘人身份注定了边缘学生在学校生活中

的孤独与无奈，他们试图改变自身处境的期望非

常迫切和强烈，但同时这种期望具有较强的模糊

性。班级是学生赖以学习、生活的重要集体组

织，是学生学习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在班级组

织中，教师教育教学的多样性会导致班级组织客

观上产生分层和分类现象，进而出现一个个小群

体。学生们分属于各自的群体，并由此得到归属

感。由于教师教育教学的多样性，加上小学生较

强的可塑性，这些群体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生成的

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班级边缘的学生就能

加入或真正融入任何一个群体中。在现实中，我

们经常会看到学生之间的“贿赂”现象，会看到学

生抄袭作业的现象，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不难感

受到边缘学生想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期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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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期望”只是结果的期望——是对自己某

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的推测。美国心理学教

授班杜拉认为，除了结果期望外，还有一种效能

期望。效能期望是指人对自己能否进行某种行

为的实施能力的推测或判断。边缘学生只关注

结果——期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观，认识不到

勤奋学习与成绩优秀、积极努力与获取信任之间

的依赖关系，因而，他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改

变，应该如何改变。

二、边缘学生的个案研究

凡凡，男，7 岁，小学一年级学生，身体健

康，智力正常，自小留在外省农村老家跟爷爷奶

奶生活。在老家上幼儿园期间，爷爷奶奶非常

宠爱，降温了、下雨了或者是晚上睡晚了，第二

天就会给他请假。有一次，凡凡与小朋友发生

矛盾，爷爷冲到幼儿园门口，训斥小朋友；老师

批评凡凡，爷爷责怪老师偏袒其他小朋友。幼

儿园毕业后，凡凡来到城里与父母生活。入学

后，凡凡在校各方面表现都不理想，学习习惯尤

其令人担忧。课堂上，他总是在座位上动来动

去；下课后，只顾着玩耍，上课铃声一响又跑向

卫生间；做练习时，他总是伸长脖子看同桌的作

业。一次单元小练习，他居然将同学试卷上的

名字擦掉改成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这些坏

习惯，同学们都有意避着他，下课后也不跟他

玩，他常常是一个人站在走廊的角落里看同学

们玩游戏。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他对花草和昆虫比

较感兴趣，校园里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小花园。

我曾送给他一本《昆虫记》绘本，他非常喜欢。

后来，我又陆续送给他一些关于动植物的绘本，

他对绘本中的图片非常感兴趣，总是仔细地看

了又看，可是遇到文字障碍却毫不犹豫地跨越

过去。课堂上，我请他回答问题或是参与交流，

他会表现得很慌乱，每次都是红着脸，咬着嘴唇

不说话。课后问他，他说学习太难了，一点意思

都没有，他不喜欢，也学不好。我表示愿意帮助

他，并且相信他一定能学好，他的眼里闪过一丝

惊喜，随即脸涨得通红。

（一）凡凡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学生自身原因。

一是消极的性格导致边缘化。边缘学生在

性格上往往表现得非常消极，他们或者内向懦

弱，孤僻自卑，不敢主动与同学和老师交流，不

敢也不愿意在群体中表现自己；或者以自我为

中心，自私自利。案例中的凡凡就比较自我，因

为贪玩不遵守上课纪律，为了获得优秀将同学

的练习占为己有。

二是归因不正确加剧边缘化。由于学习基

础差、课堂不作为，凡凡在学习时往往力不从

心。为了赢得肯定和自尊，他抄袭同学的作业，

甚至将同学练习上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这

种模糊性的期望、急功近利的行为不仅没能改

变他的生存现状，反而使他进一步受到同学们

的轻视。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产生了较

为强烈的自卑感，以致把学习不好归因于学习

太难，没意思，自己能力低下。这种不正确的归

因使他在学习任务面前产生了退让畏缩心理，

不愿努力与尝试，与老师、同学的心理隔阂逐步

加大，心理距离也越来越远。

2.外部环境影响。

一是教师课堂上的不作为导致学生的边缘

化。学习是学生自我建构的过程，课堂是学生

交往、学习的重要场所。观察凡凡在课堂上的

表现发现，他几乎没有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

教师一般不喜欢向他提问，他对课堂活动也缺

少基本的参与意识。这些一方面导致凡凡的思

维、语言等能力与同学的差距日益增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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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使他错过了表达自我、证明自身价值的机

会，主动或被动地淡出同学的圈子，滑至班级的

边缘。

二是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冷漠强化边缘

化。如果在凡凡只顾着玩忘记上厕所的时候，

有同学提醒他一声；如果在凡凡一个人站在角

落里落寞观望的时候，有同学过来叫上他，或者

跟他说一句话；如果在凡凡学习遇到困难的时

候，有人来安慰和帮助他……凡凡的情况会得

到大大改变。但同学的漠视和远离使凡凡变得

更加消极，行为习惯和学业成绩也越来越糟糕。

（二）对凡凡的教育引领

1.满足积极社会交往的需要，帮助凡凡矫

正行为习惯。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需要朋友来接受或者

提供善举，帮助自己所不能，从而促进自身的完

善，成为更好的人。因此，我从改善班级的人际

关系着手，帮助凡凡矫正行为习惯。

一是巧设活动，增强凡凡的集体归属感。

我以“团结”为主题，精心设计一系列班级活动，

每周有侧重地开展活动，增强凡凡的集体认同

感和归属感。如在一次班会课上，我组织了“照

片拼接”游戏，要求各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一张明

信片的拼接，并严格规定所有小组成员都必须

参与。游戏一开始，凡凡不安地坐在座位上，他

想参与活动又怕遭到同学的嫌弃。这时，小组

长走过来，拉起凡凡就走：“快，咱们小组可不能

输！”凡凡有些惶恐，但更多的是激动。

二是开展常规小组竞赛活动，矫正凡凡的

行为习惯。我参照学校的常规评比要求，将班

级学生分成若干常规小组。一个常规小组就是

一个小团队，每位成员分工明确，组长统一管

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负责评比。我们每天开

展一次小评比，每周开展一次大评比，评比包括

个体和集体两个维度，无论是个体成员的进步

还是小组整体的进步，都可以在班级评比栏中

贴上小红旗，并且在常规优胜小组栏里贴上小

组成员的照片。这样的团队竞赛活动，促进了

不同层次学生之间的互帮共进，也逐步培养起

凡凡的团队意识和责任感。

2.改革课堂教学与作业批改方式，提高凡

凡的学习积极性。

一是优化课堂教学，激发凡凡的学习热

情。课堂上，我侧重学生对知识的自我建构。

如我将文字图形化，出示“夏”字的动态图：碧

绿的荷叶微微颤动，鲜艳的荷花张开了笑脸，

可爱的小蜻蜓朝着荷叶飞来，荷叶下的小鱼儿

正在捉迷藏。学生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一

番观察，他们兴奋地发现这个“夏”字里的事物

都是夏天才能看到的，而这些事物就组成了

“夏”字的不同部位。强烈的挑战欲望驱使凡

凡捧起书，认真地朗读课文，然后小组合作，用

课文中的事物画出了有趣的“秋”字。在课堂

上获得的成就感延续到课后，凡凡积极地查找

资料、请教家长和老师，与伙伴们讨论，画出了

丰富灵动的“春”字和“冬”字。看到自己画的

字在班级展览，凡凡激动又兴奋，他主动跟我

说，还要画出更加好看的字。他的爸爸妈妈很

激动地告诉我，凡凡在家里不再沉迷动画片和

游戏，经常翻看语文书和课外书，或者对着一

个字在画画写写。

二是运用“适度批改”策略，改变凡凡的归

因模式。我在作业批改中尝试运用了“适度批

改”的方法。所谓适度批改，就是教师在批改作

业时尽量保持学生作业的原貌，只用一些修改

符号给学生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让学生易于

动笔、乐于修改。如在错误的书写下面点一个

浅浅的小点，在句子不通顺的地方画个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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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号。我还将凡凡作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

类，先挑出明显的问题让他修改，再逐步将注意

力集中到其他的问题当中。“适度批改”策略变

“被动阅读”为“主动修正”，引导凡凡认识到优

秀作业是不断修正出来的，只要自己付出努力，

完全可以获得满意的学习成绩。

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跟踪和辅导，我发现

凡凡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同

时，他的人际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开始主动与同

学交往。

三、对边缘学生教育引导的一般性建议

（一）尊重学生的需要

对“边缘学生”的教育引导必须从学生实际

出发，基于学生，充分尊重学生的需要。对于性

格内向、软弱、不敢也不善于与人交流的学生，

教师要多给予他们正面的肯定，获得他们的信

任，增强他们的自信。对于那些自私计较，具有

攻击性的学生，教师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

能动性，引导他们真正参与集体活动，在集体中

获得成长与发展。

（二）在活动中引领

“边缘学生”的教育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说

教方式，以活动来引导。教师可以通过开展主

题性的系列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关注体验的过程性、增强评价反馈的及时

性。教师应为学生的学习创设一种真实的情

景，引导学生将课堂经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从而认识到学习的实际意义，激发其强烈的学

习动机。

（三）改变学生的归因模式

边缘学生的归因模式大都存在问题，他们

一般太注重结果，有些急功近利，一旦失败就觉

得自己不如别人，甚至一无是处。教师应引导

他们正确归因，尽可能地捕捉他们学习生活上

的点滴进步，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体验成功，并

且及时指导他们将取得的成功归因于自身的努

力、有效的学习策略，从而刺激他们的学习兴

趣，促使他们不断进步。

学校生活是一个人重要的人生经历，它会

对人一生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对于那些身心

尚稚嫩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如果在学

校里处于被遗忘或漠视的边缘地位，这些阴影

也许会影响其一生。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客观

认识学生的边缘身份，正确理解他们的模糊性

期望，寻找适合他们的教育措施，给予他们所需

要的教育帮助，引导他们在处境上由“边缘”向

“中心”回归，在学习上从“学困”向“合格”甚至

“良好”“优秀”转化，让他们拥有一段幸福美好

的学校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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