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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中等生教育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时代教育

的主题。本文在分析对“中等生”教育存在认识偏差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中

等生教育的改进方法主要是学校家庭密切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增强中等生主体

性，调动其成长的积极性；建立中等生档案，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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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反对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但在实际的教育中，绝大多数老师特别是班

主任总会把学生分成几个类别：优秀的、差的、中间部分。在教育过程中，往往

采取“抓住两头带动中间”或者“稳住差生，抓好优等生，偶尔管管中等生”的

方法。“中等生”成为教育中得到关爱与重视最少的群体，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群。

老师的这种顾此失彼，薄此厚彼的教育方法，既有违老师的职业道德，更远离了

我国的教育宗旨——为了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保证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是

我们时代的教育主题，是当下教育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不仅仅是分类的错  

中等生往往被认为是学业无特长，个性无特点，行为无特殊的群体。他们既不象

优秀生那样成绩突出，能为老师争光添彩，又不致于像“差生”那样让老师头疼。

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中等地位，缺乏老师更多的关怀、爱护和培养，他们可能自信

心不足，学习兴趣不浓，自卑感强；他们可能甘居中游，缺乏与人竞争的勇气与

毅力，得过且过；也有的自我控制力差，情绪不稳定，偏激固执……比起优秀生

的骄傲与自私，“差生”的顽皮与破坏，中等生的这些人格特征，更叫人担心，

更不能适应社会，更加会阻碍学生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因为现代社会倡导个性的

张扬，个体价值的充分表达与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需要人的毅

力和勇气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因为现代社会需要与人合作，与人交流与沟

通，需要相互理解与宽容。如果“中等生”长期处于“中等”状态，在他们身上

就会慢慢滋生上述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人格特质，这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会产生

相当不利的影响和潜在威胁。把学生分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待不同类别

学生的态度。因此，端正我们的教育态度，给“中等生”平等的教育机会，使其

能平等地享有教育过程资源，使“中等生”在教师关爱里成长，形成社会所需的

知识、能力、个性与品德，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教育

质的规定性。  

二、我们对“中等生”的教育偏差在哪里  

1、在中等生身上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经常此消彼长  

因此他们有时表现好，有时表现差，随时都可能向“两头”转化。我们教师往往

忽视转化的苗头，关注的是进入“两头”的结果。“中等生”如果进入优秀的圈

子，教师则给予鲜花般的微笑，不吝赞美之词；如果掉到后进生中去了，老师则

如临大敌，谈心、说教、找家长。这样做我们教师还是在“抓两头”，忽视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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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部分中间学生。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终结性评价忽视了学生当下的生活，忽视

了学生每天的成长，它最终导向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大障

碍。  

2、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把学习知识技能放在首位，对学生进行德育只是为了学

好知识服务  

在实际的教育中，教师不关注人生的道理、与人相处的礼仪、个体在生活中的责

任与义务等等这些学生成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中等生”正需要这方面

的引导，因为他们成为优秀有困难，成为“差生”又心不甘，教育需要引导他们

做好一个普通人。如果我们能对中等生多施加做普通人的价值观，改变他们成长

的坐标系，不以学习成绩或品行为参照，而是以安然过着自己生活为标准，“中

等生”也就会有生活的真实感、成功感，自信心就会提高。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自尊、自强的人格特征，才是学生发展的持久动力。  

3、对中等生的重视不只是谈话、家访、重点关注、个别辅导等花时间、花精力、

花心事的行为  

教师总认为平等的对待每个学生，把爱倾注给每个学生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只

好“抓两头，带中间”。其实，既然是中等生，他们学习、品性、行为都有基础，

教师有时一个善意的点头肯定、一个甜美的微笑、几分钟的个别聊天等等都是对

他们极大的鼓励与关心，都会对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产生持久的动力。  

三、我们能做些什么 

1、学校家庭密切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中等生”因为不出众，在学校不是教师、同学交往的中心，得不到尊重与关心；回到家里其

父母“因望子成龙”心理，也往往没有好言语好脸色。教师必须帮助学生生活在一个较好的环

境中，经常与家长沟通，指导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要有正确的观念。教师要学会用“家校联系

薄”，“成长记录册”等手段及时反馈学生的学校表现与家庭表现，针对孩子的特点，教给家

长教育孩子的方法，并与家长设计学生成长的“小步子”目标，逐步促进学生成长。  
2、增强中等生主体性，调动其成长的积极性  
中等生不能冒尖，不等于他们没有特别之处。因为我们是在学校，是在以课堂为主的班级里，

是在以学习知识为核心的成长环境里，可能“中等生”的优势特质在这一环境中不能充分表

现。因此教师要善于发现，善于开发与激励。如：用灵活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多交际，使“中
等生”有表达的机会；开展多种科技、文体、道德、美育等内容的课外活动，给：中等生展

示的机会与平台；创设竞争的小环境，让其逐步实现目标，有成功感等活动，让中等生多露

面、多出头，有受到关注的机会，逐步产生自信心和充分表达自己的勇气。  
3、建立中等生档案，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尽管中等生都是大致相同的一类人群，但他们各有各的不同特点。教师要采用家访，调查，

谈话等方法了解其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成长特性，然后为他们建立成长档案，将他们的优

点、不足特别是点滴的成长进步记载下来，然后针对他们不同的特点实施教育。教师要让“中
等生”感到教师对自己的期望和关怀，教师要采用他们身上的积极一面去克服消极的一面，

使他们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发挥其成长潜能。  
教育学生如果说有法可依，那就是绵绵的师爱。教育好“中等生”也不难，只要我们有同情心、

耐心和公正之心。一个学生的成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学校教育始终是主导而且必须起主

导作用。只要教师用真心，用诚心，用恒心，用爱心，“中等生”的教育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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