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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现代学校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和谐校园中的师生关系 

  我们可以将校园视作一个生态动力圈，其设施设备等硬件环境，教育、教学、管理等软件环境，及生活于这一环境中的教师与学

生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校园生态系统中，教师与学生是其中最活跃的因子，是校园生态的活的创造力，不

仅影响着校园的硬件环境，也影响校园内的软件环境，其相互关系如何决定着他们的创造水平，决定着校园生态的和谐状况及发展水

平。 

  师生双方作为相对独立的生命体，其情感、认知、思想与行为都是相对独立的，这种独立性正是生态系统“自然”特征的表现；

虽然师生双方在知识、年龄、自我概念与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使教师有着社群领袖的地位，但师生双方在生态中的相对独立性要

求师生之间尊重、理解与平等，因此教师更应是平等的首席。同时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双方在精神、心理、价值观以及

行为等方面进行着合作与交流，在交流与合作中双方共同调节着师生关系，促进着师生关系的不断发展，维持校园生态的相对稳定。

师生之间的这种平等与合作，正是校园和谐性的保证。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信息时代要求学校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培养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探

究能力的学生，这一要求已对原有的教育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师生关系的结构也有了新的内涵。因此，无论从时代对师生关系的

要求，还是从师生关系的结构出发，新型的师生关系都应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下的民主关系，是一种相互学习、相

互要求、共同参与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相互独立、富有个性、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在和谐的校园中，师生之间既存在着互助关系也存在着斗争关系，正是这种互助与斗争促进着师生关系的发展，

教师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互助与斗争的意识与行动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师生关系是以教育任务为中心的，而社会的教育价值观

决定着学校的教育目的与任务，因此，和谐校园中的师生关系总是随着社会教育价值观及教育目的不断调整而变化。 

构建和谐关系的对策思考 

  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确立师生主体性地位。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的关键在于评价制度的改变，要从一元化、唯分化的评价转移

到多元化、多种形式的评价，对教师评价应包括教育与教学，对学生的评价应包括社会认知与学科认知，突出对师生的能力评价。同

时，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解放师生的个性等都应是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中值得尝试的措施。 

  更新教育理念，突现师生合作。在信息时代，教育的重点已经由传授现成的知识转变为学习的能力、吸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创造

力，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我们不应把学生看作贮存知识的“容器”，而应视为亟待被点燃的“火把”。要彻底把以教师中心的教育，转

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是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教育者的努力方向。 

  弱化伦理权力，平等师生关系。师生间的平等关系需要我们营造民主氛围，树立民主意识，保护学生权利，不断提高教师的自身

修养，把学生作为一个具有平等生命体的人来看待，摈弃专制思想与等级观念，提高师生权利与义务意识，确立服务学生的新观念，

增强服务意识，让校园更有生机。 

  加强情感交流，和谐师生关系。师生的情感是指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态度和感受，师生的情感主要受到双方人格

水平和交往态度的影响，其中教师起着主要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是最好的“教材”和“范本”，是师生关系的重要润滑剂，对和谐

师生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我们应通过努力，完成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调和由于师生

关系而引起的各种分歧和矛盾，实现师生之间在情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方面的相互宽容和理解。（作者单位：舟山市

南海实验学校副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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