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学生学习无动力、行动无活力、生

活没有幸福感的现状在部分家庭、学校普遍

存在，如何化解此矛盾冲突，激发孩子的成长

内驱力，使其成为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

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激发学生潜能，发

挥个人优势，促进个性化发展，成为了我们教

师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数字化教育智能技术 、丰富的

校外研究活动教学模式、心理健康教育赋能

策略等方面激发孩子的成长内驱力做一个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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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数字化教育智能技术激发孩子

的成长内驱力

数字化教育智能技术的到来，必将改变

人们的生活模式。

1、AI数字化智能技术的运用

课前预习：运用“文心一言”、ChatG-

PT4.0 布置学生在网上搜集上课的内容，对

上课的知识有个初步的感知，再在生活中找

出与课堂知识相关的匹配实例，通过对精彩

的文字描述、精美图形的欣赏，激发自主学

习的动力，通过下载、裁剪、编辑、制作成视

频，达到动手创作、开拓思维的目标，激发潜

能。

2、AR、VR等数字化智能技术的运用激

发孩子成长动力。

在科普基地通过AR、VR体验活动，亲身

觉知，感受天上星星、月亮、嫦娥都在自己身

边，触手可及，把虚拟情绪、意识模拟仿真后，

应用到真实世界中增强了现实感。为学生的

成长提供助力和动能。

3、各种教学平台和软件的教学形式激发

孩子成长动力。

希沃白板：集备课、授课、评价、课后作业

于一身，集人机交互、趣味活动于一体；课堂

活动：有记忆卡片，知识配对，趣味活动，分组

竞赛等；实现了教师寓教学于娱乐中，寓教学

于游戏中，由被动的“要我学”转化为了主动

的“我要学”；潜意识里消极的“苦学”转化为

了积极的“乐学”。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人人动了起来；动手、动脑、动心的域场在

教育生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学习通、腾讯会议：多元化教学活动；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组织学生面对面合作交流、

组织专家考核评价三个方面构建的混合式学

习模式；激发学生成长内驱力。

二、丰富的校外研究活动教学模式激发

孩子成长内驱力

1、带领学生参观家风馆、博物馆、红色纪

念馆、敬老院并开展各项活动，了解历史文化

传承，培养学生的正义、责任、感恩、传承、友

爱、勇敢的公民精神；

2、到《科研实践基地》开展活动，培养学

生爱科学、学科学，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珍爱

生命、自主学习、掌握技术的思想品质；

3、带领学生开展《盲行活动》、《青春正

旺》等活动培养学生感恩、友爱、责任、毅力、

珍爱生命、爱劳动、爱粮食、自主学习等能

力；

4、带领学生参加《应急服务等志愿者活

动》，培养学生无私、正义、责任、不怕牺牲、勇

敢、艰苦、公民精神；

5、组织学生游览风景区、景点，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并锻炼他们的情

商、财商、销售策略。

三、心理健康教育赋能策略激发孩子成

长内驱力

1、运用倾听、同理、接纳、空椅子、认知行

为等等技术的沉浸，改善了教与学的分离，缓

和了师生、亲子的矛盾冲突，改变了教育内

卷、躺平、厌学、逃学、抑郁、自伤、自残、轻生

等恶性社会现象。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数

字教育使我们的教育教学变得鲜活而绚丽多

彩，激发了学生成长的内驱力。

2、分层推进的实践设计，满足了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

3、记忆力、专注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

创造、创新拓展能力在活动中得到了培养和

发展。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形成了师生学习共同体，培养了学生自主学

习，发展了优势和潜在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在知识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使学生在面对问题时能够通过逻辑分

析，提出独特的观点；在能力上，引导学生逐

步分解问题，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素

养上，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生形成良好

的逻辑思维，树立科技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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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卷”化的教育，担心被“淘汰”

的恐惧，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究其

原因，学生生命的黯然失色，与我们管教方

式有很大关系。因而运用正面管教不惩罚

不骄纵的管教方式，以参与式的教学

方式，采用欣赏和鼓励，探索学生行为

背后动机，重塑他们积极情绪，培养孩

子的各项技能。

关键字：正面管教；教育教学；实

践与探索

生活的富足，孩子以自我为中心，

规矩意识淡薄，合作能力差。人们重

智育轻德育，学生的好坏以其优异的

学习成绩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因此，老

师普遍实行的是以奖励和惩罚为基础

的管教方法。学生们无法产生内在的

学习驱动力，因而很少有机会培养归

属感和价值感。基于以上原因，所以

选择以正面管教理念在教育教学中的

实践与探索展开论述。

一、脑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心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根据大

脑思维发展的特点，把大脑分为刻板

的左脑和混乱的右脑。左脑主管逻

辑、语言和求实，右脑是情感、非语言、

经验化。如果你情绪失控，就是被右

脑控制而忽视左脑，你就会觉得自己

被淹没在身体感觉里，情感泛滥，就称

为“混乱的右脑”。如果你把逻辑和语

言从自己的感受和个人经验中脱离出

来，你就会感觉自己生活在情感的荒

漠中，这就是“刻板的左脑”。了解了

大脑混乱和刻板的特点，就能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情绪的变化，进而有意识

地去体会自己的感受和身体反应，最

终，让自己的状态回归平静。

二、正面管教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价值

1.探索行为动机

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说，人任何行

为目的都是为了内心需要得到满足。研究

表明，学生行为背后的需要是：“我想要归属

感。”当能诠释一个行为不当的学生背后的

需要时，就能找到学生不当行为的密码，找

到一种积极的方法，而鼓励能帮助学生体验

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2.重塑积极体验

心理学家里克·汉森博士的“HEAL”的

理论，强调不断觉察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瞬

间，内化积极体验，能够缓减我们的反应性

和压力，有助于我们心理创伤的愈合，增强

福祉，提高对生活的满足感，进而改善你的

生活。

三、正面管教在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 奖惩与鼓励的区别，调动孩子的内驱

力

奖励是有条件的给予，做好了就奖励，

不符合期待就取消特权，从而强化了内心匮

乏感，加强竞争，对自我表现的焦虑感，

扼杀探索精神。

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鼓

励对学生们来说，就如植物逢甘霖，没

有鼓励，他们就无法生存。”鼓励树立起

向前迈进的勇气，激发学生由内而外的

改变，长期效果能让学生获得自信。鼓

励能滋养自我价值感，增强自主能力和

内驱力。

2.表达感激，激发孩子的生命活力

根据大脑的进化原理，我们的大脑

常关注负面事情，而忽略积极的事情。

通过开展感恩活动、每天记录一至三件

好事，让师生们体会在一些微小日常生

活中，积极体验给人带来美好，赋予能

量。

研究表明，常怀感恩之心，可以成

为孩子学习的动力，会让他们自愿付出

努力、采取行动。实施报恩行动，不仅

在为自己赋能，也是在成就自我，鼓励

自己行事更加积极主动，成为卓越的

人。

3.采用体验式教学，启发学生的身

体记忆

体验式教学以学生参与实践，能激

发自己的内在感受，能引发自我的独特

情感反应，积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在心理活动课堂中，采用游戏活

动、角色扮演、冥想、同理圈等，让学生去

体会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变化，促使学

生思考，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结束语：

总体而言，正面管教以调动孩子的内驱

力，激发孩子的生命活力，让它由内而外地

赋予学生力量，同时运用科学的原理和实用

的工具，为学生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与和

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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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娄底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正

面 管 教 在 小 学 中 高 年 级 的 实 践 研 究 ”

（LJK21YB010)】

摘要：正面管教是不惩罚不娇纵的合

作式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

合作意识、解决问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本文就以小学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为切入

点，结合自身教育经验谈谈正面管教理论

的应用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

更多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正面管教 ；班级管理；应用研

究

一、正面管教理论概述

正面管教理论是一种基于尊重、理解

和合作的教养方式，旨在帮助孩子发展自

我控制力、责任感和社会技能，从而成为自

信、独立的人。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尊

重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了解孩子的行为背

后的原因。2.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力和社

会责任感。3.通过教育孩子解决问题的技

能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自

信心和社交技能。正面管教理论建立互相

尊重、合作和信任的关系，让孩子健康成长

和发展。

二、小学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一）唯分数论之风盛行

家长和老师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而忽

视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发展潜力。导致学

生过于关注分数，忽视了学习的乐趣和自

身进步，长久积累下来学生内驱力自然下

降。更有甚者不堪重负，而出现压力过大、

焦虑抑郁的情况。

（二）管理上约束过多

在教学管理中，学校或教师过于强调

规则，对学生过多地约束和管理，而忽视了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因而，学生缺

乏自主性和创造性，无法有效地应对未来

挑战，教学过程中也缺乏互动和参与，当前

教学过程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主动

性和积极性。最严重的是，学生学习逐渐

机械化和重复性，学生之间也难以体现出

个性与差异，而不能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

难以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三）管理力量失衡

在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和意见得不到

尊重，导致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不到

充分发挥，因而学生主体地位受到侵犯，缺

乏自主性和积极性，难以发挥自己的创造

性和想象力。同时，学校和教师的管理方

式过于僵化和死板，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

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挑战。这

也导致更多学生个性得不到发展，教育环

境、教育趋势逐渐走低，不利于学生健康成

长与全面发展。

三、正面管教理念在班级管理中的应

用策略

（一）加强班风与班级制度建设

正面管教理论在小学教育和管理中的

落实，通过班会、团队合作等活动，让学生

了解班级文化和价值观念，让学生感受到

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其自我管理

意识和内部协作能力。我们要始终贯彻正

面的管教理念，通过课堂教学和个别谈心

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正面管教的理念和实

践方法，让学生认识到积极的管理方式能

够发展个性、全面提高。

（二）转化传统教育思维模式

教师在正面管教理论实践中，首先要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学生主体强调

知识的传授和引导。转化传统教育和管理

的思维模式，落实正面管教理论是一个长

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地思考和

实践，结合自身教学和管理实践经验，逐步

建立起适合小学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和管理

模式。

（三）对学生予以有效激励

在落实正面管教中，教师的目标是激

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让他们能够自主地学

习。因此，教师需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

施，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

应该及时、真诚地给予学生肯定和赞扬，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既可以

在课堂上公开表扬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

也可以在作业批改中给予学生充分的肯定

和鼓励。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鼓励学

生设立目标，帮助他们明确学习和成长的

方向，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充满动力和激

情。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一线教师也要充分利用正

面管教理论，将教育和管理有机融合到一

起，切实提高小学教育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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