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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学生上课时的突发情况 

----奖励与惩戒 

王东梅 

（ 仪征中学物理组  江苏  仪征 ） 

摘要：叶欣（家庭教育专家）惩戒教育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它能起到

片面的使用赏识教育所达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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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中学为全体年轻教师准备了一份很有意义的新年礼物—-组织全体年轻

教师进行青年基本功大赛，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三分钟即兴演讲，我抽到的演讲题

目就是“如何处理学生上课时的突发情况”，当时时间仓促，很多教育过程中关

于教育惩戒的心得体会没能一一道出，在这里就通过这篇文章一吐为快。 

叶欣（家庭教育专家）惩戒教育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它能起到片

面的使用赏识教育所达不到的效果。现在家庭，溺爱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孩子的

承受能力低下，责任意识淡薄，是非观念不清。这就把本属于家庭教育的责任也

转嫁给了学校，给了教师。教师就必然要承担惩戒教育的任务。但不管什么惩戒

都要注意惩戒对象，惩戒场合，惩戒轻重。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九个年头了，一直教的都是高中生，由于与学生年龄差不

是很大，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教学相长趣味无穷，在对高中学生的奖惩问题

上渐渐也总结出一些心得，虽然不如专家的见地那样老道，但却想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得到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体会就是无论奖惩一定要注意掌握好

“度”。就像美妆一样增一分则浓，减一分则淡；而美妆的“度”又是随着场合、

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晚会的妆要浓些，工作妆要淡些。教育中的奖励和惩罚也是

一样，美妆的度由场合、环境决定，而教育奖惩的度则由“教育目的”决定，老

师在奖励或惩罚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教育目的，否则无论奖惩都可能

带了反面的效果。 

魏兆丰（原合肥十中副校长）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不主张教师对

学生惩戒。惩戒教育实行的不好就成了体罚或者是语言上的伤害。这两种教育都

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家长，我也曾经对自己的孩子实行过惩戒，甚至体罚。

也帮助两个孩子考上大学，好象很成功，但现在回想，觉得体罚对孩子心灵的伤

害太大。至今还有阴影。体罚的教育应该说是失败的。 

正如魏校长所言，惩罚、甚至体罚过度带来反面效果的案例数不胜数。每年

因为惩罚过度导致学生身体、心理受到严重伤害的例子都有很多，这些老师并不

是都是心理变态，大多数老师的出发点还是想教育好学生的，但为什么想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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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却严重伤害了学生呢？就是惩罚的“度”没有掌握好，在惩戒学生时候第一要

明确惩戒的目的，第二要研究教育对象的心理，最后才能确定惩罚程度与惩戒方

式，来达成你的教育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打瞌睡和讲闲话是每个教师每天都会频繁遇到的小问题，

在这样的小问题的处理上选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达到的教育效果就大不相同。我

刚从教的时候，被告知年轻女教师镇不住高中生，所以上课时要严肃点，凶一点。

在任教的前两年如果课堂上有学生睡觉或者讲话，我轻则出言训斥，重则罚站一

节课，虽然惩罚的比较严厉，但是效果并不好，惩罚个别同学的时候影响了多数

学生的听课，遇到比较有个性的学生，会对你的惩罚进行辩驳，影响了我在学生

中的威信。在我教书第二年的时候，班上有个叫王某某的同学，就是因为她上课

讲话我批评了她，竟然对物理课产生了抵触情绪，后来分班的时候，因为物理成

绩不理想被迫选择了学文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教书时间长了，渐渐的

体会到很多打瞌睡的学生，讲话的学生并不是有心犯错，于是看到打瞌睡的学生，

我并不点名批评，只是看着他问“你和周公聊的怎么样了？”这样不但睡觉的同

学精神了，其他同学也会善意的笑笑，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跃，打瞌睡的也就

不困了。如果有同学讲话，我就会停下来看着他们，然后说“我很少批评学生，

你们是高中生了，自尊心很强，领悟能力也很强，老师的一个眼神就可以领会，

不需要老师浪费语言。”时间长了，我教的学生慢慢的读懂了我的眼神，变得懂

事多了。 

还有一个例子到了现在我还是拿来提醒惩罚要适度，那是我刚教书的第一次

监考，发现了一个作弊的同学，考试结束后张某到我办公室，希望我不要把他作

弊的事情告诉学校和家长，当时看他是小孩觉得挺可怜的，就没有给他上报。但

是在三年后他高考的时候竟然因为作弊，被取消了高考资格。听到这个消息，我

很自责，他在高中参加过数不清的考试，就是因为我和像我一样的“好心老师”，

没有使他的到应有的警告与惩罚，才会使他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铸成

一生的遗憾。 

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惩罚要掌握好“度”，过度和力度不够都会产生不好的

教育效果。面对高中生这个群体，他们不如初中生、小学生的听话，也不像大学

生一样懂事，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已经形成，但却不稳定、不完善。需要老师

正确的引导，小的错误可以善意提醒，但对于原则性错误，则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让其铭记于心、不敢再犯。           

惩罚的目的永远是教育、帮助学生，在惩罚的时候一定让学生充分的认识

到这一点，高中生叛逆心理很强，千万不要让学生觉得你是他的对立面，是他的

敌人，当他们认识到你的惩罚是为了帮助他做一个更完美的人时，你简单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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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惩罚不能过度，那是不是奖励就越多越好呢？现在的教育研究，越来越趋向

于赏识教育，奖励教育。在小学每学期末，会发各式各样的奖状，几乎所有的学

生都能获奖。这样做虽然鼓励了少部分缺乏自信的学生，但确大大的影响的奖励

的教育效果。实际上对于现在多数高中学生来讲老师奖励物品的本身吸引力并不

大，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学生家里就一个孩子，想像以前用一个本子

或一只笔的奖励吸引学生几乎不太可能，那奖励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奖励的魅

力就在于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的优越感和荣誉感，如果变成了人人可以获得，

奖励的吸引力没有了，那奖励的教育作用就消失了，奖励也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教

育目的了，所以奖励也不能过度。 

把握好奖励的“度”依然很重要。我曾经有这样的尝试，对于两个平行班分

别进行奖励，一班奖励的制度是如果全班的物理总名次进步，就给全班同学每人

买一个棒棒糖；二班奖励的制度是前五名同学每人奖励一个棒棒糖，进步最快的

前五名每人奖励一个棒棒糖，并且可以在课堂上把它吃完，当然大多数孩子不会

真的在课堂上吃糖，但是我看的出他们很享受自己努力换来的优越感。这样的不

同的奖励制度应用一个学期之后，二班的成绩进步竟然每次都比一班大，并且我

明显的感觉到二班同学对物理成绩产生了攀比心理，而这种心理在物理课上、在

物理作业的完成上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取得好的效果也就成了必然而非偶

然了。我带的一班有 55 人，每次考试后需要买 55 个棒棒糖，而二班需要 10 个

棒棒糖。10个棒棒糖战胜了 55个棒棒糖，而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相信每一个

老师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以少胜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掌握好了奖励的“度”。

过度的奖励反而消弱了奖励的作用，没有奖励刺激，学生在学习中少了一个重要

的兴奋点，学习兴趣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了解学生的心理，在奖励的时候明确奖

励的教育目的，用奖励最有效的激励学生的荣誉感，才能掌握好奖励的度。 

    所以面对学生上课时的突发情况奖励和惩罚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作为教师

只有耐心、用心的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心理，以教育学生为目的，合理的应用奖励

和惩戒手段正确的处理课堂上学生的突发情况。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学生在取得优

异成绩的同时，在他们的高中阶段形成更合理、更稳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

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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