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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体育课——“特殊生”转变案例

 █ 冷庆红

陶行知先生主张“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教育理念，他

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爱心的老师，做一个实施“真教育”的

教师，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只有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

心灵深处。这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适合我们

普通学生的课堂，也适合一些“特殊”孩子的课堂。

1 案例背景

教育存在差异，学习个体也存在不同的差别，这是正常的

现象。在这里，我们将一些在生理、心理、学习和行为习惯存

在问题的学生，暂且称为“特殊孩子”。陶行知先生曾提出：

“小孩子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有了适当的营养，

才能产生高度的创造力，因而教育应当充满爱”。作为教师，

就应该将阳光撒给每一个学生，尤其是特殊的孩子。

2 案例描述

新学期，我接手两个六年级的班级，在备课过程中，我向

他们以前的体育教师，向他们班主任老师，询问学生情况，

才知道，我的班级有一位比较出名的小型同学，属于多动症儿

童。他出名的原因在于他爱打架，不但和同学打，身材高大壮

实的他还曾几次出手打过老师，这让我忐忑的内心又增加了几

分的担忧。但作为一名教师，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我先

向带他多年的老师教师询问他的情况，请教维持课堂秩序的方

法，再向书本网络查阅，对此症状有了一些了解。就这样，我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节课。小型没有一丁点对陌生老师的畏惧，

将自己的行为一一暴露。课堂常规时，他在自己的位置走来走

去，围着邻近同学转圈圈。我们慢跑时，他跟在队伍后面慢慢

悠悠，走走跳跳，用手推下这位同学，用脚碰下那位同学，给这

位讲讲话，给那位做个鬼脸。一节课下来，他的种种行为尽收

我的眼底。这节课我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生气，只是适时的小声

提醒下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找到方法，其遵守课堂纪律。维

持课堂秩序，这是对其他孩子的公平，更是课堂安全的需要。

对于他这些行为，并不是他故意要去做，而是行为不受控制。

他的行为符合多动症的表现：注意力不集中，老师讲话他心不

在焉，多动，精力旺盛，喜欢招惹别人，易冲动，暴躁，爱打架。

3 方法尝试

3.1 建立班级荣誉感

针对他爱动，爱讲话，爱招惹其他同学的现象，我想出让

他做领队的方法。上第二节时，我说我需要一位助手，平时带

队整理队伍，到了操场后，还需要帮同学拿体育器材，这位同

学一定要有力气，而且要具有自律能力，可以给大家树立良好

榜样的同学。此时有几位高个子同学，积极举手，也包括这位

爱表现的小型同学。我大声提议让小型同学担任，我也趁机叮

嘱，“我们班级可是纪律最好的班级，你在队伍最前面是代表

班级形象，走路时要安静，有秩序，给大家起一个良好的带头

作用”。他看着我很用力的点头。显然，他很在乎这次老师对

他的重用，走路安静很多，全班的纪律也有进步。

3.2 积极引导他爱动的性格

到达操场后，我利用大家去跑步热身的机会，让他帮我

去拿器材，拿回来之后，再让他去拿其他，分批次让他来回跑

了三趟，体型偏肥胖的他已有稍微气喘。我趁机鼓励他“做

老师的助手可不容易，搬运器材很累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下？

他立马摇着头说，“没事的，老师，我不嫌累的”我嫣然一

笑，“嗯，有男子汉气概了，老师选你没错！你可以帮同学、

帮老师做事了，去吧！大家快跑完了，你再跑一圈”。一脸无

奈的他，内心是抗拒的，但是刚得到老师表扬和肯定，又看了

看我对他肯定的眼神，还是咬牙慢慢追上去了。其他同学热身

完毕，他也艰难的跑完一圈下来。回到老师的身后，他只剩下

急促的呼吸。我赶紧在同学面前表扬他，小型同学今天帮我们

大家拿器材很卖力，非常感谢他，他不好意思边喘息边低着头

说，“不用谢，不用谢”。在接下来的活动，他都和我一组，中

间他会偶尔去招惹其他同学，我都会温柔的把他劝回来。

3.3 教会他一项技能，增加自信

小型同学虽然已经上六年级，但是因为他不喜欢和大家一

起学习，经常捣乱，身体不是很协调，注意力不集中等，在众多

体育项目中，只会跑步和甩大绳，但是，他引以为豪的甩绳，

也因他甩的慢，被其他同学顶替下来。结合他的情况，身体比

较高且壮实，我首先教他投掷垒球，这可以发挥他力气大的优

势。就这样，每节课，我会抽出几分钟时间，单独教他，但刚

开始他还不愿意学，怕同学们笑话他投的姿势。课下我给他交

流，今年的运动会快开始了，你作为体育课领队，要积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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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要充分发挥你力气大的优势，争取为我们班拿到奖牌。

一听可以参加运动会，他两眼放光，赶忙说：“那我学，那我

学”！就这样，每节课他主动找我学习，从开始的徒手模仿动

作，到给他找到发力顺序，这些其他同学一节课就可以学会的

技能，他足足学了两个星期，中间我也有过很多次的怀疑，但

是看见他练习时用力的表情，我一次次告诉自己，再坚持下。

终于，在一次次练习下，他终于可以连贯的将球投出了。我大

声的鼓励他，“你这次投的姿势很标准，进步非常明显，再继

续练下去，你一定会越来越远的”！在选拔班级运动员时，

我借机让他给大家展示，并表扬了他的进步和勤奋，同学们给

与他热烈的掌声。之后，我又在班级中选出两位同学，陪他练

习，在他们相互比试，较量中，他自己的小宇宙也终将被激发

出来，从十米、十二米，十七米，到现在的三十多米，在一次

次的进步中，我也看到他自信的笑容。虽然在最后选拔中，他

还是没能够超越其他同学，但在这一个多月的练习中，他和同

学的关系更加融洽，参与运动的热情也高涨了很多，还主动要

求，跟我学习跳大绳。作为老师看到他的转变，甚是欣慰。

3.4 成为可以和他交流的朋友

让一名多动症孩子遵守纪律，和其他孩子一样上课，显然

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我们多方位去了解、引导、鼓励

他。在多方面的引导下，他的行为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一次

课堂上他没能控制住爱捣乱的习惯，将一位同学惹怒了，两人

扭打起来，我冲上前将他们分开，单独找他们谈话，弄清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各自的对与错，让他俩和气解决。下课

后再走回教室的途中，他明显没有因打架而不开心，还悄悄凑

到我跟前说“老师，你可真好，你都没批评我，明天我生日，

我给你带蛋糕吃吧？”我说：“谢谢，心意我收下了，但是咱们

学校规定，你们是不可以带吃的来的，不能破坏规则哦！”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他的教室，找到他的位置，将一个小

袋子塞进了他桌肚。里面是一个我收藏的网球球拍的挂件，两

包零食和一个自己制作的卡片，上面写着：小型，生日快乐！老

师看到你的进步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谢你在课堂上为大家做出

的付出！这里的小礼物是老师去北京观看中网时，一位球星送

我的，很有纪念意义，希望你喜欢。零食要带回家才能吃哦。

另外你要保密哦，这份特殊只给你，不给别人哦！到第二天，

在上课时，他又悄悄凑到我跟前说：谢谢老师，那是我昨天收

到的唯一礼物，我爸妈都没给我准备，那小挂件我准备挂在书

包上，还有，那零食也特别好吃，我很喜欢！看到他真诚的感

谢，自己的内心真的很激动。在之后的日子里，在校园里，他

都会老远向我打招呼，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是上课学习的内容，

他会跟我讨论，啥啥好吃，在哪，这周末我和爸妈去哪玩了，他

还会去操场看我训练，和我聊天。我们的课堂也更加融洽了。

以前带过的老师，也称赞他真的变了。是呀，现在的他真无法

和暴躁时的他，狂打同学、老师时恶狠狠地样子相联系。他懂

感谢，懂礼貌，乐于帮助同学。在体育期末考核时，还拿到了良

好。他开心地说，我终于摆脱不及格了！

4 案例反思

4.1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学生在个性等特点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老师这，每个孩子

都应该是平等的，尤其是对于特殊的孩子，我们更应特殊关爱。

每一个学生都是完全特殊，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都应该受到老

师关注和关爱。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师，关爱听话、懂事、

聪明的孩子是比较容易的，关爱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比较吃力，

他们行为习惯差，思想素质也不是很高，甚至一个不高兴，连老

师都会打。可是，细细回想，他们只是个孩子，他们更需要老师

的引导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阳光和温暖，让他们勇敢的正视自

己的缺点或不足，也会被爱感动而不断进步的。

4.2 学会倾听、理解和交流

“特殊学生”的生活比较消极，他不喜欢和其他人交

往，因缺乏应有的尊重或自信而陷入自卑，他的心灵更加脆

弱，更需要关注和慰藉。作为老师，因材施教，对于这位爱顶

撞老师的孩子，批评显然会加剧他的逆反心理。心平气和给

他分析道理，倾听他的心声。既保护了他的自尊心，又将问题

解决，岂不是更好！另外，还要会欣赏他，理解他。发掘他的

优势，这类孩子细微的变化，也许就可以引导他发生质变。例

如，发挥他爱动，有力气的优势，帮同学拿东西，老师要把他的

一丁点进步，放大化。让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被尊重。给他

一个肯定的目光，给他一句赞扬，生日时的一声祝福，这种简

单的交流，都会让他备受鼓舞，越来越爱帮助大家，同学们也

就会接纳他，使其逐渐走出封闭的内心。

4.3 帮他体验成功，收获自信

成功的体验是影响学习兴趣和情趣的核心因素。有了成

功的快乐，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高昂。作为老师，

我们要重视他们这类的感觉。但是，“特殊生”往往比较容

易被老师遗忘，所以，他们很少体验到成功的快乐，拥有的大

多是失败和自卑感。因此，作为教师我们要为他们找到成功的

喜悦，让他们建立自信，拥有自信，才能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成

功，体验快乐。

以此特殊生转变的案例，让我们更好的理解“爱满天

下”的教育理念，只要我们用心、专心、将心比心，潜心研究

教学，将陶行知先生的大爱思想去践行，在爱的教育体系下，

学生终将会被我们所感化。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