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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案例】

  在一个班集体中，总会有几个让老师们谈之色变的“特殊学生”，他们的想

法和行为与普通学生大相径庭，常常制造各种问题，给班主任的日常管理带来思考

和磨练。教育班级里的特殊学生需要班主任掌握专业的知识，不仅要会诊断问题成

因，还要用科学的转化策略进行治疗，这对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来说真是不小的

挑战。那么，这些特殊学生属于哪种类型呢？造成他们特殊性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怎样转化特殊学生？



第一节  特殊学生的界定



  

  在我国，一般把存在听力、视力、智力等障碍的学生认定为特殊学

生。除此之外，我们把普通学校中不符合正常要求和预期的学生也定义

为特殊学生。

 相比正常学生，特殊学生主要包括以下特点：做事惰性强、意志薄

弱、极度自尊和极度自卑并存、性格孤僻、规则意识差、逆反心理严重、

有暴力倾向等。

第一节 特殊学生的界定

一、特殊学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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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学生的分类

学习特殊生

品德特殊生

身体特殊生

心理特殊生

综合特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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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特殊学生的教育方法



（一）社会环境 

 1.在现今飞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

会大环境下的人们在思想意识和道德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第二节 特殊学生的教育方法

一、特殊学生的成因分析

 2.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多媒体的兴起拓宽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正潜移默

化的影响小学生的价值导向.某些商家为了吸引眼球换取财富，传播暴力、色情、

享乐主义等内容，对小学生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3.当下贫富差距拉大，岗位竞争激烈，病毒肆虐，这样的社会现实不仅是成

年人，甚至是小学生都倍感压力。



（二）家庭教育

 1.一个健全完整的家庭对子女的身心发展起着正面导向作用。

 2.相较于母亲，父亲对子女人格和三观的影响更深远。

 3.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

 4.随着近年来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普及，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成为教育关注的重点。

 5.家庭对孩子的影响除了“言传”，更重要的是“身教”，

儿童的行为发展最开始便是模仿。

 6.父母的学历学识是影响子女的成长轨迹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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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学生的成因分析



（三）学校引导

 学校的引导作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学校传递给学生的

客观情境，即学校氛围；二是学生感知来自学校教育的心理

情境，即校园归属感。

 1.良好的学校氛围的组成因素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因

素就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文化素养。

 2.学校归属感是学生感觉自己被他人接受，被群体认可，

感受到自身价值的一种情感。

 3.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波及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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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在因素

 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学校引导是影响小学生心

理健康的外在因素，究其根本还是与小学生自身的内

在因素有关，包括遗传的基因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般来说，“身体特殊生”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

响。尽管遗传如此重要，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因为遗

传只是提供了事情发展的可能性，年龄越大，遗传因

素的影响就越小，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后天发展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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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里的特殊学生需要班主任付出更多

的爱心和期待。情感感化法就是要求教师怀

着真诚的爱生感情，从学习、生活等各方面

关怀、爱护、帮助、体贴学生，用真诚的信

任、尊重、鼓励教育学生，以情育人。坚持

不厌恶、不歧视、不当众揭丑、不粗暴训斥、

不冷嘲热讽、不变相体罚的“六不”原则，

在师生间建立情感沟通的桥梁。

二、特殊学生的转化策略

（一）情感感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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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逆境中，难免会陷入痛苦的情绪中，

这时候，必须把这种否定情绪的注意力转移到

愉快有意义的活动中来，避免因长时间的悲伤

而造成身心伤害，这样的方法对管理特殊学生

同样适用。

 如，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新鲜有趣的话题或

行动方式牵引学生淡化过激情绪造成的影响。

如：“最近班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你愿意讲给我听吗？”

二、特殊学生的转化策略

(二)牵引转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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