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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与学生难免会产生矛盾，造成一定的心理距离。加强师生

的心理沟通，缩短师生的心理距离，不仅影响到校园人际关系，而且影响着教学管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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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代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师生交往也日趋复杂，现在的学

生对老师的话已不再是过去的“言听计从”了，他们不仅要考虑老师的话是否正确，有时还

会要考虑在心理上能否接受，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与学生沟通过程中要学会把握沟通的心理

特点。   

  所谓心理沟通，即指师生之间在心理上互相容纳，即理解对方，接受对方，能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具体讲，就是学生能理解教师对他教育要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乐意接受教师的

教育指导和帮助，并且化为行动；教师能理解学生言行产生的背景，透析学生言行的真正动

机，体谅其具体情境，知其所想，在情感上，师生之间相互接受，将心比心，不曲解对方。  

  一个十分有趣的教育现象是：有的教师温文尔雅，却能叫那些顽皮不驯的学生听话；有

的老师批评学生，能叫他心服口服，有的老师批评学生却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这些现象是

令人深思的，它除了说明思想教育工作要注意方式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在学生心目

中的位置。教师热爱学生，满腔热情地真诚帮助学生，学生理解老师的一番苦心，愿意接受

老师的教导，这是一种相互理解的新型师生关糸，体现着心理上的相互沟通。  

  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师生心理沟通是教师打开学生心灵天窗的钥匙，是教育成功秘

诀之一。  

  任何一所学校要如期完成教学工作，实现管理目标，皆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和密

切配合。可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眼睛盯着学生，讲课对着学生，教鞭指着的还是学生。

加之，工作中又经常会产生感知偏见，于是，教师与学生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以致

造成一定的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反映了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亲近或疏远，相容或相斥。一般说来，心理距离近，

相容性大，师生关系融洽，易于开展教学工作；心理距离远，则相容性小，师生关系紧张，

往往造成内耗，影响校园人际关系特别是教学管理效能。  

  怎样进行心理沟通呢?  

  一、说话  

  教师与学生说话时，要尊重学生，并带有亲切感。一般应以问候口吻接近学生，待学生

有准备听取意见时，再把话茬移到正题上来。当说到正题时，可说句“请听”，提请学生注

意，然后清晰从容地说下去，说话完毕再用征询的口气问：“你的意见呢?”如若学生不明

确，可适当补充说明。  

  教师找学生谈话时，要善于捕捉学生所发出的反馈信息，以检验谈话的效果。比如，学

生的头朝着教师，表明学生在认认真真听；如果学生眼睛朝着别的地方看，是表示厌烦。良

言一句三冬暖，教师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说话，以适应学生的需要。                       

  教师对学生说话，语言要恢谐幽默，使学生会心地发笑而放松神经，产生愉悦之感，让

学生易于接受，感到亲切而顿生好感。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在增进友谊时，诙谐是一副

润滑剂。要做到这些不能故弄玄虚，一切都应自然得体，庸俗卖弄，只能适得其反。  



  二、听话  

  学生说话，教师要做到积极听，注意对方说话的内在含义，注意对方的感情，并做出积

极的反馈。一般说来，积极地听学生说话，可以增加师生双方的信心和理解，减少误会和冲

突，增加实现愿望的机会，及时得到回报，并能加深师生关系。  

  具体说来，听的沟通艺术表现为两方面的技巧。  

  情动：当学生说话欠具体时，教师可以建议学生讲得更详细，学生讲完话时，教师亲切

地问：“还有其它的吗?”“请继续说下去。”类似这样的语言，会使学生谈兴更浓，把更

多的想法和消息真真切切地告诉教师。  

  心诚：教师听学生说话时，回答要具体、明确，并时不时变换回答方式，比如

“嗯……”“好的，好的……”“是的……”等等。在回答时最好不要对学生所说的话进行

评论或否定，而应诚心地用肯定的描述性语言，比如“我理解你的看法”等。 

三、争论  

  学会建设性的争论，是师生间加强沟通的又一途径。在教学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令人不

愉快的事情，传统的观点不准学生在教师面前“争吵”，要求学生在这时埋下自己的情绪，学

校校长、教师说了算数。如此，很多教师和学生在处理部突时既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明

情况，又不愿通过争论的办法使问题解决，只能是无边的沉默。这种沉默掩饰下的情绪是一

座危险的活火山。建设性的争论是一种工具，是能引导教师与学生通向更和谐境界的一种方

式。当师生产生无法忍受的感觉时，不妨来一场建设性的争论，因为争论是一种坦诚沟通意

见和情感的方式，师生同时都会感到一种轻松和尊重。  

  四、同感  

  同感即是在交往过程中，教师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学生的关注、同情和理解。站在学生的

角度看问题，设身处地地替学生着想，会使教师自己在精神和感情上与学生更加贴近，从而

在学生需要帮助时提供温暖，在学生有兴奋之情时教师给予祝贺，时时处处心系学生冷暖，

关心学生甘苦。  

  五、克制  

  在班级授课制的情况下，一个教师要同几十个学生建立心理沟通关系。如果教师碰到性

情易于冲动的学生冷不防闪出来“顶嘴”的话，教师万万不可与其“对顶”或以师威压服。此时，

关键在于教师对自己的个性特点要有明确的自知并能有效地增加个人自我克制能力以及必

要的心理沟通机智。明智的做法是：教师对学生的“顶嘴”，幽默地抱以一笑，并巧妙地转移

话题，以避免同学生发生正面冲突；若能做到抓住时机引导学生“宣泄”，让他将心中的不满

或要求尽可能地表达出来，教师耐着性子倾听，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的心理沟通“机智”。  

  总之，教师与学生心理沟通是一门艺术。教师真正担负起与学生心理沟通的职责，就必

须审时度势，察微知著，善于把师生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和全面发展，出色完成传道、授业、解惑任务，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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