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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249.htm 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不

是天生的，需要后天不断地塑造与磨炼。小学阶段是性格形

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探讨用各种途径与方法培养学

生优良的性格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树立效仿的榜样 

榜样在儿童性格形成中具有无穷的力量。对于小学生来说，

这种力量更为突出，它充当了学生心目中的准则，他们会以

此来评价自己与他人，并借此逐渐形成自己的态度体系和行

为习惯，成为性格形成的重要基础。 教师为学生提供效仿的

榜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上的伟人(领袖人物、科学家

、军事家、战斗英雄等)；二是现实生活中的模范和学生群体

中的先进分子；三是家长和教师。 小学生最初多以家长和教

师为效仿的榜样，随年级的增高，父母的榜样力量对其影响

开始下降，而其他榜样特别是同龄伙伴的影响增强。教师应

为学生选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为榜样，因为他们对其他学生

而言，年龄接近，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天在一起，可

以经常接受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在自然的情境中发生的，所

以，有潜移默化之功效。美国心理学家哈塔普(Hartup)认为：

“接近同伴，得到同伴的接受并进行积极的相互影响对于儿

童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教师对于小学生所具有的榜样作

用更不能低估。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

导者，又是班集体的领导者，还是纪律的执行者与监督者，

身肩数职的教师自然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而且教师的言行

对学生性格的影响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实现的。为此，教



师要事事严于律己，处处做学生的表率，加强性格的自我修

养，成为德才兼备、具有较完善性格特征的人。 据研究，榜

样对学生性格特征和道德行为的形成具有启示作用、控制作

用、调节作用和矫正作用。 二、提供实际锻炼的机会 学生的

性格是在后天经过各种实践活动不断形成的，性格的不断发

展与完善也还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学校里的实

践活动包括学习活动、体育活动、科技活动、各种形式的劳

动以及有组织进行的社会性的服务。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可

以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培养他们从小爱科学，追求真理；

可以使他们养成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热爱劳动的习惯

；可以锻炼他们不怕困难、坚强、勇敢、耐挫折的性格特征

；也可以使学生逐渐形成遵守纪律的习惯。 教育者在为学生

提供实际锻炼机会的同时，要给学生提出明确的锻炼要求与

目的，对不同的学生提出的锻炼要求也要有所区别，对学生

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是否达到锻炼要求与目的的情况要有监督

、检查，使实践活动真正起到培养学生良好性格的作用。 三

、及时进行个别指导 个别指导在性格培养中特别重要。教师

在对学生进行性格培养时，既要考虑学生的共性，也不能忽

视个别性。这里的个别性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性格品质

特别优秀的学生和性格的不良品质居多的学生，相对大多数

儿童，他们的性格品质具有个别性，需要具体的指导。如对

性格上已形成较明显的不良特征的学生，要帮助他们明辨是

非，启发他们的上进心，培养他们的自制力和克服困难的品

质；对性格上较优秀的学生，除给予积极的肯定外，也要注

意防止他们养成骄傲自大、不虚心等性格特征。 二是就每个

学生而言，其各自的性格特征的优劣组合是不同的，更需要



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指导。如对性格较固执的学生，要使他

认识固执带来的危害，懂得在真理面前善于修正自己的错误

意见和勇于改正错误行为，并使之明白这是性格修养问题；

对于有自卑感的学生，教师要善于发现他们性格中的优点并

给予及时的肯定和公开的表扬，以确立他们的自信心，对其

性格中的缺点，多以婉转的方式规劝，不要过多地批评、指

责。 四、创设优良的集体气氛 学校教育因素中对学生性格形

成与发展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班集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班

集体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几十个人组合在一起，有不同的

思想、不同的志趣、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学生都带有不同

家庭教育的烙印。因此，刚组合在一起的几十个人还不能称

为班集体。真正意义上的班集体应具有明确而积极的奋斗目

标、健全的组织系统、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人际关系融洽、

有健康的舆论和严明的纪律。只有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才

能使学生的性格得到良性的发展。 正确的集体舆论对学生的

性格形成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为此，教师一项重要的工作就

是应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各种手段，如黑板报、广播、班

队活动、讨论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借助多数学生的优

良性格，形成班级的健康舆论，以此促进学生良好性格特征

的形成；同时，教师还要注意培养班级干部良好的性格品质

，利用其优良品质去影响其他学生，使集体风气向更高水平

发展；再者，教师要经常以小组评议会形式，引导学生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每个学生不断发现自己性格的优势与不

足，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明确今后的改进方向。总之，正

如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

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可见，学生良好性格特征的形



成与发展，创设优良集体并形成正确舆论是重要的保证。 五

、鼓励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形成和培养学生积极性格的

重要条件。可以说，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性格的培养。随

着小学儿童自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学高年级学生自我

教育能力也在增长。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并具体指导学生

进行性格的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锻炼和自我修养。具

体地，首先，教师应启发学生认识自己性格中的优缺点，客

观地了解自己，使之树立起“雄心壮志”；其次，要为学生

提供性格自我修养的素材，如科学家的传记、英雄人物的事

迹、名人的格言等，使之确立远大而又崇高的目标；再次，

要帮助学生制定性格自我锻炼的计划和方法，使之在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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