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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伦理视角下重塑幼儿教师倾听者角色之策
谢赛磊　郝　鑫

（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幼儿教师倾听是一种实践智慧，还具有丰富的伦理思

想蕴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师幼互动的质量。幼儿教师倾

听不仅是能力和意愿的问题，而且还是道德品质的问题。列维纳

斯构建了从自我到他者、从内在性到外在性、从同一性到异质性

的美好伦理转向。他者伦理思想为教师倾听的实践提供了新思考，

将爱与责任贯穿于教育过程中，以幼儿为主体，无条件的倾听幼儿、

理解幼儿、支持并回应幼儿，才能承担起对幼儿的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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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始于倾听，成于心相伴。文化传递并非教育的最终目的，

教育的核心正在于对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倾听不仅是人与

人在语言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情感和心灵的互动。教学场域中

的倾听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行为，其一表现为对儿童的理解、尊重，

其二意味着教师对儿童的唤醒和自身的觉醒，听到儿童和自己心

灵的声音。2022 年颁布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中将

师幼互动作为一项关键指标，其中指出：教师要一对一倾听并真

实记录幼儿的想法和体验。此外，全国第十二个学前教育宣传月

以“倾听儿童，相伴成长”为主题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倾

听伴随着理解、倾听伴随着支持、倾听伴随着给孩子的有效回应，

提倡倾听本质上是儿童观和教育方式的进步，意味着幼儿的声音

和主体性得到重视，关注幼儿的想法和情感。

倾听儿童是教师的道德责任。教师随时把孩子的听放在心里，

留意孩子倾听的情况，发现孩子听的水平是教师胜任力的重要标

准。虽然列维纳斯并未提出关于伦理的具体标准或构建体系，但

他提出了“在他者面前无限的谦卑和责任”这一真正的伦理的根基，

为教师师德师风的建设、优化奠定理论基础，进而塑造教师的道

德风貌，促使教师的道德主体性持续提升。

一、列维纳斯他者伦理思想蕴涵的教育理念

列维纳斯从“他者”的角度重新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

系，构建了一种以爱、正义、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强调自我

应从他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回应他者，旨在为他者负责，解决难题，

这种他者伦理思想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了教育场域中的主体性问题。

（一）理解和尊重的态度——“绝对的相异性”

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以绝对的相异性为基本出发点。列维纳

斯从差异性视角剖析他者概念，提出他者之所以不同于“我”，

不因其身心形象，而是因为本身的异质性。儿童有表达、被倾听

的权利，将幼儿看作“我”的主人，他从“高处”临近于我，以

幼儿为中心，教师对幼儿无限的耐心和尊重。

（二）接纳和关爱的情感——“为他者负责”

列维纳斯用亲子关系形象地阐释我与他者的关系，“我”对

应父母，“他者”对应子女，“我”对“他者”应该是心甘情愿

地付出，并且承担责任。爱始于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尊重、接纳、

保护差异性也是为他者负责的一种表现。教师把幼儿当作绝对他

者，尊重、认可、保护幼儿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本着为他性的态度，

为他者服务，自觉关心呵护幼儿，为幼儿的生活、生长、生命承

担无限责任。

二、他者伦理视角下幼儿教师倾听的价值意蕴

倾听不仅仅是一种对儿童成长过程中信息的收集，更是走向

对儿童的理解。正如范梅男教授所提出的“教育学理解”，在教

育活动中，倾听不仅关系到每个幼儿的成长，也关系到教师的专

业发展。教师借助倾听，在于幼儿同频共振的空间里，在倾听、

回应、支持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实现与幼儿的双向成长。

（一）与“他者”相遇：构建亲密的师幼关系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以“爱”为核心。真正的爱是一种

自我的让位，是以“自我为中心”走向“以他人为中心”。教师

在与幼儿心灵相遇的过程中，释放手中的权力，让幼儿成为主角，

给幼儿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去发现、去成长，把耳朵留给幼儿，

倾听幼儿的童言童语，把眼睛留给幼儿，聚焦幼儿的一举一动，

在倾听、观察中实现着自我对他者的尊重，展现他者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使幼儿教师成为幼儿亲密的依恋对象，幼儿获得安全感、

存在感、幸福感，促进幼儿与教师心灵的交融，从而构建有生命

温度的和谐师幼关系。

（二）对“他者”负责：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列维纳斯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对他者面孔发

出的命令的回应。倾听与理解世界的意义密不可分，儿童的视角

与格局原本就是隐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人选择倾听就是对他

们的尊重。教师要蹲下身子，俯身倾听幼儿，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

探寻儿童生动、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并为幼儿的游戏活动提供有

效的教育支持，倾听、支持、回应幼儿，形成真正理解、尊重和

支持幼儿的良好氛围，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三）发展“内在性”：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在列维纳斯看来，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就在于他者这一他

性存在，并且“我”的主体性只能依靠他者来证明，“我”对“他者”

负有无条件的责任。认为他者是意识的激发者、意识的来源，与

他者相遇的“回应”唤醒了我的良知，而后“我”的主体性才得

以体现。倾听是一种回顾、一种反思、一种研究，教师在倾听的

过程中能够从幼儿的表达中汲取营养，促进自我生命的成长，实

现教学相长。此外，教师通过倾听观察幼儿的言行所映射出来教

师不当的教学方式，通过反思改变教师的教学风格，进而塑造幼

儿的良好行为习惯，教师的专业素养随着教师的反思而逐步发展。

三、幼儿教师倾听的伦理困境

“倾听”是教师走进儿童内心世界的密钥，教师必须以一种

高度专注的姿态做一名虔诚的倾听者，充分满足儿童被渴望、被

尊重、被信任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体现对儿童发展个体差异性

的尊重。虽然多数教师倾听意识，但在师幼互动过程中幼儿教师

存在失聪现象。

（一）选择性的倾听

每个幼儿都是有生命的主体，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但是教师

不能倾听所有幼儿的声音，不能领悟儿童表达的所有内容。部分

教师倾听意识淡薄，沉迷于教师权力本位，将幼儿为本的师德理

念抛掷脑后。其一，在倾听对象层面，幼儿教师由于工作任务繁

重，为了活动的顺利进展，倾听部分表达流畅、结果准确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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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的观点，而不能关注到其他相对弱势、沉默的幼儿。其二，

在倾听内容层面，部分教师的倾听意图明显，只为获得基本信息，

完成任务，由于时间紧张，可能会打断幼儿的表达过程，从而忽

视了重要信息。这种有选择性地倾听，造成了幼儿发展的两极分

化严重，也不利于教师对幼儿整体形象的把握。

（二）虚假式的倾听

面对稚嫩的儿童，幼儿教师应该真诚、积极的倾听。虚假式

倾听，是指教师在师幼互动中虽然呈现出倾听的姿态，但是并未

真正将幼儿的言说“听进去”，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任何影响，也

对幼儿的言说没有实质性的回应。 当教师忙于手头工作，难以用

心倾听幼儿的所思所想，摆出一副虚假倾听的姿态，心不在焉，

左耳进，右耳出，对幼儿言说的内容完全没有接受，忽视幼儿情

绪的变化，回应迟钝，态度敷衍，言辞激进，对幼儿的作品或行

为进行草率地评价。幼儿教师的“很好、不错、真棒”等虚假式

回应导致自以为是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与促进幼儿健全人格养成

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三）会错意的倾听

有效的教师倾听是心与心默默地靠近，给予幼儿充分的时间

进行思考和重理，鼓励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使有效倾听成

为师幼对话的纽带。在倾听幼儿的过程中，低估弱化幼儿的情绪，

将幼儿的表达意思加以扩展、延伸，或忽略删减。在未能理解幼

儿表达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急忙打断，中断倾听，甚至否定、

反驳他们的话语，预测幼儿的进一步想法。会错意的倾听会歪曲

幼儿的本意，让幼儿感受到情感上的拒绝与忽视，从而封闭自己

的想法，无疑对幼儿的心理产生影响。 

四、他者伦理视角下幼儿教师倾听的回归之策

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视角剖析，要重塑幼儿教师倾听者的

角色，必须要实现“自我”对“他者”的倾听。倾听不仅是幼儿

教师用耳在听，更是用心在倾听儿童、读懂儿童、回应儿童、助

力成长。

（一）正视“他者”角色定位

儿童观作为教师看待儿童的基本态度，教师应该承认作为“他

者”的幼儿的绝对权利，以幼儿为中心，倾听和回应幼儿，是作为“他

者”的幼儿，和教师这个“自我”有着本质的差别。用一双慧眼

发现幼儿对生活的独特感知和体验，让当幼儿主动分享一些事情

时，教师的回应态度很重要，教师认真对待和倾听，激发出其更

强的倾诉意愿，鼓励其积极表现，获取更多信息。儿童的一百种

语言表明，儿童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

教师要以开放的方式尊重、丰富和拓展幼儿的思想表达形式、成

长道路，又要把幼儿放到他者的地位，理解幼儿教师的存在是为

幼儿服务的，师幼关系是非对等互惠的。教师应当关注作为他者

的幼儿，耐心地等待或引导幼诉说完整，不要先入为主、妄加评判，

就事论事，摒弃对幼儿的固有看法和偏见。幼儿感受到教师对自

己的尊重、认可和关怀，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也实现了作为“自我”的价值。

（二）关注“他者”的当下诉求

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提出的“面对他者”意味着面对他者的

呼吁、征求， “我”必须做出回应，回应的过程就是对他者负责。

教师的倾听不应该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听到声音”，而是要将

听觉对象与有意注意及思维活动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精神

意义。 首先，“听事情”，教师放下自己的预设和主观，真正带

着“耳朵”去倾听孩子自己的声音，就能实现从表面的游戏行为

观察到内在兴趣、思维及心理状态的深度体察。尤其在游戏故事后，

一对一倾听不只让游戏的价值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还能让教

师用耳朵去“听见”真实的儿童，以弥补现场观察中的不足不够

或缺憾。其次，“听情绪、听感受”，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描述

体会他的情绪，并给予反馈，让他感受到被理解。最后，听需求。

教师在听清了事情，与幼儿共情后，应尝试发现幼儿背后的需求，

并给予精准支持。教师需要在倾诉者角色上充分体验，只有这样，

内在观念的转变才能外化为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幼儿才能在舒服、

安全的师幼关系中更积极地展开探索、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尝

试新挑战，从而拓展学习。

（三）涵养“自我”倾听智慧

教师倾听是一种实践智慧，讲求的是教师在一定的教育情境

中的适当的教育时机，投入适当的注意力和相应的思考和理解，

对学生的话语等采取适当的相应行动。 教师不仅要关注幼儿的言

语式信息（态度、价值观、感受理解等），还要重视非言语式信

息（肢体动作、表情、眼神、皱眉等）。首先，倾听以前提师幼

间平等、积极、开放的对话为前提，才能确保幼儿的良好发展。

其次，在师幼互动中教师在倾听幼儿的言说时，需要进行主动思考，

体悟幼儿自由创设的符号，读懂幼儿用动作、语言、符号、图案等，

把自己活动中所见、所乐、所想、所悟等感受，鼓励其进行多元

表达。再次，倾听意味互动。认真倾听才能挖掘到幼儿要表达的

真实信息，才能对相关信息做出合理回应， 同频共振，形成信息

有效互动，双方才能真正进入沟通状态。最后，倾听意味着理解。

教师通过观察、访谈、拍照等方式记录幼儿的言行，在分析、解读、

支持的过程中，与幼儿一起共情、同理、相融。

列维纳斯的对他者无条件地负无限责任伦理思想虽然很难转

化为实践，但是对于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他者伦理思想仍

然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倾听儿童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更是一种美好温馨和富有情感魅力的体验。真正理解幼儿，是一

切教育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孩子的奇思妙想变成一闪而过的

思维火花，理解与支持便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每一位幼儿教师都

需要时刻将“倾听”内化于心、外化于性，用心捕捉与支持孩子

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倾听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做有温度、有思考、

负责任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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