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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赏识教育是一种新的素质教育理念，在独立学院学生管理工作中，恰当的运用

赏识教育，有利于维护学生的自尊，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能，维护师生关

系的和谐等；但是在进行赏识教育的过程中，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注意艺术性，遵循耐心、

恰当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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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赏识、尊重、理解和爱。所谓赏识，

是指从认识到别人的才能或作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以调动他人的积极性，使其生理

和心理产生快感，做起事来心情愉悦。赏识教育也称鼓励教育，是根据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

论观点，以尊重、信任、宽容、鼓励、赞赏为原则，以培养学生创造力为出发点，把“以人

为本”、“以生为本”、“以育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顺应学生心理的成熟过程，对学生

的学业、思想道德或其他方面给予激励、表扬、鼓励、赞美等肯定性评价，使其不断增强自

信心，发挥自己的潜能，体会到人生价值与力量，不断获得成功和发展的一种教育过程，是

一种最具有活力的教育方法。[1]赏识教育是一种人性化、人文化的素质教育理念。笔者认

为，在大力推广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在我们的独立学院学生管理工作中，如果能够不失时

机地对学生进行褒奖、赞赏、鼓励，对他们进行赏识教育，就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学生努力向善、向美，奋力前行。  

  一 、  赏识教育的实践意义  

  1、赏识教育是学生发展的需求  

  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要归纳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

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就人类总体而言，人的需要即人性。而从人的精神本性来说，无论是孩

子还是成人，都是渴望得到表扬的。[2]即渴望被赏识几乎是每一个人需求。苏霍姆霖斯基

也说：“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就在于让学生始终体验到自己尊严感。”通过赏识教

育，有利于维护学生的自尊，激发他们学习积极性。众所周知，独立学院（本三批）的学生

在招生时其录取线低于本二批 60-80 分，学生入学时学习基础差，底子薄（这不是由于他们

的智力因素导致的，而是由于他们在中学时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大部分学生

学习主动性、自觉性、自律性不够，并存在一定的自卑心理。但是他们并非缺少优点，他们

中的相当部分同学有一定的特长与优势，社会实践活动能力较强，“好面子”，因此他们是

一对矛盾的典型共同体。实践证明：无论多么顽皮的学生，多么冷漠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都

希望他人能尊重、信任、宽容、鼓励自己，渴望被赏识，从中得到自信。所以，尽管我们的

学生有着这样那样毛病，但是更要注重他们的优点和长处，要用期待、鼓励的目光注视他们，

肯定他们，帮助他们获得自我价值感，让他们体验到自尊，使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被鼓舞、

被期待的积极心理效应，引导他们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从而

使他们朝更完美的方向发展。  

  2、赏识教育是学生潜能激发的有效手段  

  赏识教育强调通过发现个体的优点和长处，来充分肯定个体的成功面，还个体自尊与自

信，激发个体的内在动力。其奥秘在于让学生觉醒。每个生命觉醒的力量是排山倒海，势不

可挡的[3]。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缺乏激励的人，其能力仅能发挥出 20%-30%，而当他受

到激励时，其能力可以发挥到 80%以上[4]。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

过程，他们的独立性、判断性思维和创造性都较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喜欢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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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好奇心，也特别渴望自己可以被他人认可，这时，就要多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

给他们鼓励和支持，让他们从鼓励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并学会

独立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同时，鉴于学生的是非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对于其偏激的一些

思想和观点，要加以正确的引导。所以，运用赏识教育是挖掘学生潜能，充分调动学生主观

能动性，增强自信，走向成功的基础。  

  3、赏识教育是师生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赏识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充满人情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是承认差异，允

许失败的教育。作为班级工作的管理者、组织者、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者和知心朋友的高校

辅导员，其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辅导员所做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工作，涉及的是人的细致奥妙的内心世界，是在学生心灵世界中耕耘和播

种。现在的学生感受力很强，他们非常重感情，强烈地要求别人重视自己，每个学生的心理

都有一架天平，时时对老师的爱心进行衡量，这是一种细腻的情感体验，学生一旦感受到了

这种情感，就会产生心理呼应，觉得自己在老师的心理充满希望，就会敞开心灵的大门，向

老师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受。我们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真挚的情感去教育和感

化学生，给他们以温暖、信心和力量，才能与学生达到心意相通、亲密无间。“数子十过，

不如奖子一长”对学生要实行“多鼓励，少批评，多指导，少冷落”，使其用积极的因素克服

消极因素，变被动的接受的批评为发自内心的自我反省，避免“批评”的负面效应。因此，赏

识教育不仅这不仅能能让学生对老师充满信任，在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能使学生能

更加珍惜一切，奋发向上，达到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  、赏识教育的原则  

  教育的实质是不仅要了解学生的特点，也要承认学生的差异，还要尊重学生的自身发展

需求。赏识教育需要我们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并且还需要有正确的学生教

育观，并以此作为开展赏识教育的基础。在进行赏识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耐心原则。  

  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耐心，赏识教育也不例外。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对于会思想、有灵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每个学生的资质和先天条件的不同，他们

的表现也会不同。而独立学院的学生由于其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大，就更显如此，

且现在的学生基本上不“守规矩”，不会唯师命是从。辅导员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中要多深入

了解学生，多调查研究，多换位思考，通过不断的对学生施以鼓励、赞扬，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我们中的大部分老师也知道要对他们多鼓励，多进行赏识教育，但在真正的实

践中，却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自始自终。他们往往在开始的时候热情较高，但当付出一

定劳动而得不到回报时，就开始失望、怀疑学生的能力，甚至对学生挖苦、讽刺，这不仅挫

伤了学生的自尊心，而且降低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影响了其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学生良好

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对学生充

满爱心、耐心和信心。不论是思想上的排扰解难，还是技巧上的反复操练，都需要我们一颗

关怀的心，一双帮助的手，助他们实现成功的一臂之力。  

  2、恰当原则。  

  任何事情要讲究适度的原则，赏识教育亦是如此，赏识学生要客观分析和了解学生的身

心需要及心理状态，掌握好“度”。人人都会犯错误，问题是怎样找到错误的根源和解决的方

法。一有错误就严厉或大声指责显然不正确，最好的办法是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错误，并鼓

励他积极地去认识和克服。因为学生是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个体，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

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和失败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成功的。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过

程中都需要被赏识，被鼓励，但赏识学生并不是要不停地表扬学生，也不是过多的批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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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赏识过度，会导致学生骄傲自满，不能客观的评价自己，遇挫折将一蹶不振，反之，

赏识不够，或不屑一顾，或训斥责骂，只会打击和否定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觉得自

己很差，或者越来越差，从而伤害学生自尊心、自信心，影响其自我发展的选择，甚至影响

其潜能的全面发展。只有建立在学生主观努力的基础上并正确的发展方向的恰当的适度的赏

识，才能使学生重新认识自己，重塑自我。  

  3、赏罚分明原则。  

  每个学生都有值得赏识的地方，也有可批评之处。赏识与惩罚，对立统一，缺一不可。

独立学院的学生独生子女居多，家庭条件优越，从小深受父辈及祖辈的宠爱，又得到周围人

的呵护和关照，大部分学生自我感觉良好，取得一点小成绩就以为了不得，尾巴翘得老高，

缺少应有的自我批评与谦虚。所以在进行赏识教育的时候不能无原则地一味呵护、包庇甚至

纵容，我们赏识学生的优点，赏识他们的特点，赏识他们的动力和进步，同时，也要指出他

们的不足，引导他们不断地改缺点和错误，激励他们勇敢前进。  

  总之，“教学有方，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赏识教

育也不是万能的，必须因人而异，因势力导，才会取得更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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