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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指有连贯性、富有吸引力、能感染人的

真实或虚构的用作讲述对象的事情。故事教育法

是指教师运用读故事和讲故事的途径进行教育的

方法。故事教育法相对于机械死板的说教更具有吸

引力和启发性，因为它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是非对

错，而是用故事的感染力熏陶学生，让学生在不知

不觉中受到教育，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一、故事教育法适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其心理处于半幼稚、

半成熟的状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过渡性，其特

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自我意识逐渐增强

初中学生的自我评价比小学生更客观，自尊自

重意识更强，渴望别人了解、理解和尊重自己。但当

他们的成就动机遇到阻碍，成就行为失败时，自尊心

又很容易转化为自卑感，内心脆弱敏感。而故事教育

法既能启发他们直面挫折，又能保护他们的自尊。

（二）以自我为中心

作为一个人个性特征的自我中心，是在身心

发展过程中随着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是自我意识

发展的畸形产物。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多少都会有

自我为中心的特点。面对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

的学生，直接的批评说教往往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

理。而采用故事教育法，不直接批评，寓批评教育

于故事中，既能避免与他们直接冲撞，又能激起他

们的反思。

（三）智力水平提高

初中学生处于从具体思维到抽象思维为主的

过渡阶段，开始能够理智地思考问题，他们不会轻

信别人的结论，更倾向于独立地判断是非，但仍然

需直观的、感性经验的支持。用故事教育法代替直

接说教往往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故事中往往又

饱含情感，能更好地达到动之以情的教育效果。

二、故事教育法实施策略

在初中阶段实施故事教育法要结合初中生的

心理特点，灵活运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结合教育契机

教育契机是指在教育过程中事物发展或转化

为其他事物的关键、枢纽、决定性的环节，是教师

对学生教育的最佳时机。杜威曾说：“学校中每一

件偶发事件都孕育着培养道德的可能性”。班主任

要善于抓住偶发事件的机遇，观察现象，分析背后

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选择故事对症下药，这样

方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次台风过后，我们班因为放学前没有关窗，

学生的书桌狼藉一片。学生回来后纷纷抱怨。这次

事件凸显了学生薄弱的责任意识，他们每次离开教

室，都鲜有主动关上门窗电灯的习惯。多数班主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指定一两位同学专门负责关

灯锁门。但我认为专门安排人不但没有使他们认识

“故事教育法”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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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事教育法是指教师运用读故事和讲故事的途径进行教育的方法。故事教育法是班主任教育学生的有效方式，它符

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在运用故事教育法时首先要懂得结合教育契机。其次，选择故事时要灵活，善于从学生身边的人和事

发掘资源，生成故事，以此激励、启迪学生。如此，故事教育法才能发挥最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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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责任感的重要性，而且加重了他们的依赖意识。

每一位学生都是班里的主人，都有义务在最后离开

课室前关灯、关好门窗。这次台风造成的影响是一

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于是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修

船工帮船主刷油漆时，发现船底有个小洞，顺便帮

船主补上而使船主三个孩子在出海时免于海难。

讲完这个故事后，我谈到了这次台风雨对班

里的严重影响。假如坐在窗边的同学放学前顺手关

一下窗，同学就不会因为书本全湿掉而一整天发愁

了。同样，如果每一位同学懂得离开前顺手关灯、

关门，也能避免同类事情的发生。学生听完后都沉

默不语。自此以后，本班放学后的门窗都关得紧紧

的。有些学生不是最后一位离开教室，但也会叮嘱

后走的同学关好门窗。

这个故事让学生认识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

举动，有时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抓住教育契机讲

故事，比单纯地讲故事，更能使故事的教育意义最

大化。

（二）灵活取材

在利用故事进行教育时，要注意故事取材的多

样性和新颖性。对初中生讲故事，如果取材单一，

势必会导致审美疲劳。有些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了，

再用这些故事教育学生会让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现

在成功励志书籍泛滥，学生不缺学习的榜样，但榜

样离学生太远，其励志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从学生

周围的人和事中取材，生成故事，这样的故事因真

实和切近更能发挥教育作用。

1. 让学生成为励志故事的主角

我校每年都会举行艺术节。有一位性格内向、

成绩平平的男生报名参加了朗诵比赛。于是我训练

他的朗诵技巧，不断地给他信心和鼓舞。在朗诵比

赛当中，他显得格外淡定，一气呵成，绘声绘色地

朗诵了李白的《将进酒》，一举拿下了朗诵比赛的

第一名。班里的其他同学似乎比那位男生更加激动

和高兴，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位平时毫不起眼的学

生居然会有那么出色的表现。当天晚上，我让那位

男生把自己参加比赛的动机和训练过程写下来，第

二天早读课向全班同学讲述。学生们都听得格外入

神，他们的眼神中充满着对这位男生的钦佩，渴望

自己获得同样的成功。之后很多学生都非常踊跃地

参加学校的各项比赛，他们都希望像那位男生一

样，发掘自己的最大潜力。

学生当中的励志故事真实而亲切，它的感召力

和感染力比伟人名人的故事更强，班主任要懂得发

现这些资源，生成故事。

2. 用班主任的故事启迪学生

班主任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经验经

历的分享者。班主任可以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提取

故事，与学生分享。很多班主任都忌讳讲自己的故

事，怕学生了解自己太多，背后议论。其实，分享自

己故事的班主任，更让学生感觉到亲近，能缩短师生

之间的距离。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班主任讲述自

己的故事，更能使故事教育法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一次亲子沟通的主题班会公开课上，我讲

述了自己与父亲因长期没有沟通而造成深重隔阂

的经历。我从小就恨父亲的棍棒教育，长大后才明

白，因为父亲没有机会读书，他继承了他爸爸的教

子方式，于是我主动做出改变，修复了亲子关系。

这节公开课上，在场的学生和教师都听得极为专

注。此次公开课的最后环节是让学生自由发言，谈

谈自己有愧于父母的地方。因为有我的真诚讲述，

所以，这个环节学生的发言也比较踊跃，很多学生

都能够真心地反思自己的过错。因此，在日常的教

育中，班主任不妨挖掘一下自身的故事，生成教育

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3. 用家长的故事打动学生

每个家庭往往都有着感人的亲情故事。家长们

的故事是促进班集体建设的丰厚资源。我经常在确

定下周班会课主题后，询问是否有家长愿意来班上

参加班会课，讲讲自己的故事。家长们把亲身经历

和感悟说出来，因为真实而显得特别感人。在班会

课聆听家长们的故事，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父母深深

的爱，从而更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

综上所述，故事教育法寓情理于情节中，是班

主任教育学生的一个有效方法。班主任要善于抓

住每一个教育契机，灵活取材，把道理蕴含在故事

中，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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