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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教育校长讲话稿

篇1：挫折教育校长讲话稿

         老师、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利用国旗下讲话的时间，和大家谈谈小学生如何面对挫折。

         挫折，简单地说就是碰钉子、失败、不如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

，只是大小不一、多少不同而已。古今中外，有许多名人都经历了挫折，但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遭挫折最多的一个，贝多芬童年是在泪水

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多芬性格上孤僻、倔强和独立。他从12岁开始作曲

，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补贴家用。17岁，母亲病逝，这时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

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

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

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

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

，因缴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他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他开始顽强自学，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

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致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

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他用了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

英、法、德文，先后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数学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

         我们小学生遭受的挫折主要有：老师批评、家长责骂、同学不和、作业做不

好、考试成绩差等。

         作为小学生，当我们面对挫折时，要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如考试成绩差，我们就要自己反省自己的学习方法，对症下药，制定一些计

划以提高成绩；与同伴发生矛盾，应冷静的分析谁对谁错，找出解决方法等。假如某些使自己受

挫的不是自己造成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不了什么的事，应及时走出不良情绪的阴影。

         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挫折打-倒。人生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

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遇到挫折时，该做的不是伤心落泪而是尽可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认真分

析原因，在挫折中吸取教训。

         同学们，挫折不是拦路虎，而是垫脚石，经历生活中的一次次挫折，我们才

能渐渐成熟，逐步长大。让我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正确对待挫折，增添勇气去战胜挫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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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篇2：挫折教育校长讲话稿

         一、贯彻思想，培养学生对待挫折的正确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不遭受挫折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就要给学生贯

彻遭受挫折的思想，让学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致于遭到挫折便束手无策。老师要教育学生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在逆境中也能够顺利走出来，满怀地拥抱生活。教师在

教学中要多给学生讲解那些身处逆境仍然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人生经历。如：在一个漆黑的山

洞中，在没有任何亮光可以凭借的情况下，意志顽强的人是如何走出这个山洞的；在地震过后的

废墟中，没有水，缺乏氧气，无助且坚强的人是怎样坚持直到获救的等等。这对于培养学生顽强

的意志是有帮助的，并且会让学生终生受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树立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和信心，提高克服困难和抗挫折的能力。

         二、创设挫折情境，在困难中锻炼学生。

         挫折情境即为了培养孩子耐挫折的能力而创设的一些困难的“情景”、“境

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困难和挫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培养自强精神。提供智谋的挫

折情境以锻炼孩子的挫折耐受力，对于青少年学生锻炼性格、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都是有重大意

义的。许多挫折是现实生活中不常遇到的，主动创设挫折情境更具有预防性和针对性，能弥补自

然挫折情境的不足。为了提高学生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我们老师可以设置难度不等的情境，让学

生逐步经受磨练，有目的地去培养学生的耐挫力。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意识到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

的重要性，并设计了各种方法来增强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日本孩子两岁就开始意志锻炼，自幼儿

园到小学，即使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男孩也只穿单裤，女孩穿短裙，磨练与严寒作斗争的意志和

毅力；在韩国，家长会给孩子穿上羽绒服，让他们在冰窟窿里呆上一阵后再出来，让孩子懂得“

寒冷”的滋味。而在我国，挫折教育做得却很不够，因此，作为家长要改变原来的教养态度，让

孩子走出大人的“保护圈”，放开手脚，不要怕孩子摔着、碰着、饿着、累着，孩子摔倒了鼓励

他自己爬起来，对挑食、偏食、厌食的孩子，饿他一两顿又何妨，孩子的事情让他自己做，自己

能解决的问题家长不要去帮忙。

         三、以身作则，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具体榜样形象的感染下，学生能加深对挫折的认识

，激起内在的上进热情，把挫折转化为自我锻炼成长的自觉行为。而最好的榜样是学生身边的教

师和同学，因此教师可通过小榜样战胜挫折的事例感染学生。为此我常注意收集和积累学校、班

级、师生战胜挫折的教育素材，选择时机适量进行教育。如：在大部分同学没考好的情况下讲述

某老师两次参加高考，在学业的困难面前不低头，承受住高考落榜的挫折，最终考上大学，奋发

图强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往事，激发学生勇敢战胜困难、在挫折面前不被打败的奋发精神；同年

级某班一位同学刘某在学校大会上讲述如何战胜病魔的事迹⋯⋯这些事实都发生在同学们身边，

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挫折教育。这些教育素材与学生很贴近，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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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材施教，提高学生耐挫折的能力。

         把挫折教育狭义地理解为让孩子吃点苦、受点累，这与挫折教育的本义是相

去甚远的。挫折教育对于教师来说是如何引导受挫折的孩子，让他们懂得挫折与竞争相伴随，要

成功必须战胜挫折，从而培养孩子受挫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由于人与人在气质、性格、能力

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同一挫折对不同的孩子产生的心理反应不同，因此，教师对孩子的挫折

教育要因材施教。首先，要根据孩子的性格进行教育。如果孩子自尊心较强，好强、好面子，这

一类孩子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不要过多地埋怨、批评，而是点到为止，多加

鼓励；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教师切忌过多地指责，而要多加安慰，要

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其自信心。其次，要根据孩子的能力进行教育。能

力较强的孩子遇到挫折时，教师应重在启发，让他们发现受挫的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

能力较弱的孩子，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

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总之，教会学生面对挫折、战胜挫折并非一朝一夕可得，也并非刻意追求所

成，关键是顺其自然，顺应学生的发展规律。我们教师必须从现在做起，让孩子走出温室，经受

艰苦生活的磨练，多给孩子几块“垫脚石”。要让孩子明白，要想获得成功和幸福，要想过得快

乐和欢欣，首先要把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读懂。受挫一次，对生活的理解加深一层；失误一

次，对人生的醒悟增添一级；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识成熟一分；磨难一次，对成功的内涵透彻

一遍。愿现在的孩子们都能在体验中认识挫折，学会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本领，只有这样，我

们的孩子才会在未来竞争激烈的大千世界中处于不败之地。

篇3：挫折教育校长讲话稿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自古以来，凡是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都是

经历过无数次挫折，在挫折中吸取教训，才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彼岸。

         在人的一生中，难免遇到挫折，面对挫折我们要奋勇向前，坚持不懈，脚踏

实地的向前走，永远不要被挫折所击倒。

         没有经历过暴风雨的花，就显现不出它的茁壮。雨后的彩虹总是美丽的，就

像一块磨石，它磨砺着我们坚定的信念，信念并非生来就有的，而是一次次挫折所磨炼出来的。

挫折并不可怕，它是带着我们走向成功的阶梯，它是美丽的使者它铺就了我们完美人生的道路。

         没有挫折，怎会磨砺我们柔弱的羽翼，使我们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没有挫折

，怎会炼就我们的顽强，使我们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到成功的彼岸。

         当我们遇到挫折时，不妨想想断臂的维纳斯，虽然双臂残缺，但却有世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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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的美。又不妨想想拿破仑，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八的军人，竟有着不凡的军事才能。其实换

一种眼光，劣势一面，往往是另一种优势。

         成功固然重要，但没有挫折的铺垫也显示不出它的可贵。所以，挫折也是我

们所需要的，挫折也有它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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