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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关于教师教育机智培养的案例研究
欧雪瑶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教育机智是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注重培养的一种特殊的

品质。本文通过对两个案例的综合分析而提出培养教育机智的途

径在于阅读、请教、观察、练习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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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伴随新课改的推进，评价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学习方式的兴

起，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学活动过程中来。

在交互作用中，师生间和生生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且教

学环境本也是无法预测的因素，因而学校突发情况变得多样且激

烈。这时教育机智就成为了检验教师能力的试金石。“一个好的

教师一定是充满教育机智的，否则即使是成熟教师，如果他不具

备教育的机智，也只是停留在具有熟练教育技能水平上的教师，

因此教育机智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案例事件

案例一：2126 班工业机器人专业是陈老师所带的新生班，本

班一共有 46 人，一位女生，其余均为男生，可以说是男生班。一

群心智不成熟，学业不怎么放心上的男孩聚集一起，摩擦总是会

难以避免。2021 年 11 月，已然是学期中，深圳的天气反反复复，

令这群寄宿的孩子心烦气躁，平静也就随之打破了。

班里的学生 X 是 10 月初从韩语国际班调来的，我作为此班的

任课老师，从平时课堂观察，其他任课老师以及陈老师口中了解

到一些情况，学生 X 属于老师面前沉默寡言，不爱学习但也不折腾，

而与较相熟的同学却放得开的学生。但这样的学生，尤其是男孩，

一旦出事情绪就会比较激动。在某天晚上 7：00-8：30 之间，我

像往常一样讲着课，陈老师突然进入教室，并命令学生 X 和另一

位男生去办公室。教室顿时炸开锅，作为 90 后老师，多少猜到应

该学生之间起了争执，缘由倒是千奇百怪。

事后了解到确实是起了一些争执，而且起因不过是同学间的

口角之争。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学生 X 却到办公

室和陈老师说：“暂时不想去教室上课了，想请几天假回家。”

在很多老师看来这起事件已经处理好了，就应画上句号，但是没

有想到学生 X 会说这样的话。陈老师问其原因，而学生 X 上演了

沉默，除了坚持着不上课，想回家的意愿外，对陈老师的问话没

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我以为他们会继续对抗时，陈老师突然说，

“不想上课面对同学，是因为你心里还有什么事情没过去吗？”

终于，学生 X 小声说，“他们，他们老是说一些话来刺激我，我

不喜欢他们。”经过短暂的思考后陈老师说道“这样吧，你今天

可以先不去教室上课，就在老师的办公室看看书，请假回家的事

我们之后再说，好吗？”陈老师拉着学生 X 一边走到办公室的空

位上一边说：“老师这里有一本与人相处的书，你拿着笔和纸，

读读书，做做笔记，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老师们……”此时的

学生 X 看起来对陈老师的安排并没什么异议，也安安静静看起了

书，似乎已沉浸在书海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从自己的观

察中，还有 2126 班其他同学的口中了解到，学生 X 会时不时被陈

老师拉到办公室“看书”熏陶，不去办公室就大部分时间待在宿舍。

但几次上课期间我发现他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教室，就问起了其

他同学 X 的情况，他们大概意思是说“他在宿舍呢，不用管他的，

陈老师也说不用管他。”在我以为陈老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软

化”学生 X，让他放弃请假回家，有勇气去教室上课的念头时，

在我以为学生X也许会在陈老师隐性或显性的劝导下做出改变时，

双方的关系却来到了一个临界点。在休息时间，办公室的几位老

师像往常一样聊着学生情况的时候，陈老师说道：“我带的班里，

好几个学生的问题让我寝食难安，我实在是想不出两全其美的解

决办法了，学生 X，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吧，你们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此时，同办公室的周老师提议到：“按照我的经验和观察来看，

像学生 X 这样较内向、较敏感的男生需要你极具耐心，且要经常

给予关注，强势的方式可能行不通反而会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

而且在处理时也需要和家长一起沟通配合，做好长期的关注和跟

踪。”听了周老师一番话，立刻让我想起了教育学中教师工作的

特点——长期性。我转向陈老师，看着他似乎也若有所思。

不知不觉中后期来了，老师们各种各样的任务也赶在了一起，

而我也忙了起来。在忙碌的时光里，偶尔会看到陈老师拿着一张

表询问周老师和心理咨询室的王老师，在饭堂里也会看到陈老师

和学生 X 一起“共餐”的和谐情景……

案例二：2130 班汽修班专业是罗老师所带的新生班，本总共

30 人，纯男生班。同样的心智未成熟，同样的不爱学业，同样有

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需要罗老师“擦屁股”。在一个同样心烦气

躁的下午，罗老师带着一个高大的又满脸委屈样的男生回到办公

室。在此姑且称他为学生 Y。

罗老师平平静静地说：“你昨晚做了什么？说吧。”学生 Y

也很坦然地说：“没什么，就去了我们专业的宿舍。”罗老师追问：

“为什么？”学生 Y 懒散道：“没什么，想去就去了。”估计罗

老师意识到学生 Y 随意的态度，还是耐心说道：“想想错哪了？”

学生 Y 这时试图为自己辩解道：“我就去了我们专业的宿舍坐一

下，后来教官让我回去，我不也回去了吗？而且我从开学就和你

说过要求换宿舍的，你一直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现在凭什么说

我？……”罗老师提高了比平时稍高的音量道：“这是学校，是

有规章制度的地方，你现在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就要遵守规章。”“想

想自己到底是错在哪里了？”罗老师重申了一遍要求。学生 Y 估

计也是第一次见罗老师的这一面加上自己心理委屈，于是怯怯地

说道：“我要打电话回家，我要和我妈说。”我以为罗老师在这

种话语下会再度发脾气并且不会把手机给学生时，罗老师竟然平

静了下来并把手机还给了学生 Y。

在学生通话期间，罗老师离开过办公室，是去办理其他的事

情抑或是在外面自我冷静想着解决办法，我不得而知。而我在办

公室里一直听学生 Y 的怨言：抱怨老师总是不听他说话，抱怨老

师的不公平，老师的偏袒，还有宿舍同学不爱干净等等问题。反

反复复述说，偶尔会有让家人来接他回家的委屈哭泣声。等到罗

老师再次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学生 Y 稍微冷静了下来但依然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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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着话。而罗老师也听到了一部分通话内容，并且与学生家长

通了一次电话。在与家长的通话中，罗老师并没有因为对面是家

长就一改态度，依然有理有据地进行着沟通。

学生 Y 结束了与家长通话后，罗老师开始了与学生的正式对

话：“你完全把几件事情混淆来说了，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

问题，你说话一直都是在责怪别人，在某件事上，我不否认，是

别人的问题，但是更多因素在于你本身。”“第一，我一开始问

你昨晚做了什么，你说去串宿舍了，还说你就是想去，而原因实

际上是因为你受不了现在舍友的卫生问题，才过去的。我们暂且

不管原因，按照学校的规定串宿舍是不是错了？”学生 Y 意识到

罗老师软化的态度，就柔柔回答道：“嗯”。罗老师继续问：“那

么针对串宿舍的问题对你进行一定的处罚，你接受吗？”罗老师

估计看到了学生 Y 欲说不说的样子，直接道：“哎，我就针对串

门这件事”，学生 Y 就只能道：“接受”。罗老师继续：“第二，

你说你开学的时候就和我说过要换宿舍了，说我不听你说话，不

给你换宿舍，说我偏袒”“针对偏袒这件事，我是不是每一次处

理了你的问题后，都和你说相信你会改变，当然你也确实改变了

很多，我很欣慰，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态度依然没变。”罗老

师乘胜追击道：“至于你为什么要和别的专业住的问题，我是不

是也说过，是因为你自己晚报道，班上恰好又多出一个学生，我

自然把多出来的又按时报道的学生给他安排到我们班唯一空出来

的宿舍了，那你晚来的就只能和别专业的同学住了。”“而且，

换宿舍你并没有和老师说过具体的缘由，直到在刚才的通话中，

我才知道你要换宿舍的原因是宿舍的卫生问题。”“再来说换宿

舍的问题，好，你再说一次到底什么原因想换宿舍”学生 Y 似乎

终于得到了发泄的出口，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宿舍的人的卫生问

题。而罗老师也静静地由学生 Y 发泄着，并适时说道：“换宿舍

是不能换了，但，关于你舍友的卫生问题，老师会去找他班主任

说这些事情，让他班主任督促他整理好。”“那么现在你心里好

受了没？”学生 Y 似乎从罗老师有条有理的分析中暂时接受了这

样的处理结果，整个人也都开心了起来。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陈老师是秉承民主、宽容、理解

的态度对待学生 X 的，尊重学生自身特点的，努力思考与探索该

学生能接受的教育方式的；当学生反复出现问题时，私下尝试过

多次主动约谈学生，采用积极的对话方式；从学生角度出发，帮

助学生提供一些有指导性的建议，争取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我们

有理由相信陈老师在处理这件事上劳心劳力的付出和会有鲜花盛

开的收获。虽然过程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这也是身为班主任或者

即将成为班主任，甚至是老师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

们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学生的上位者，往往会把造成不理想结果的

原因投射到学生身上，当然，不否认，部分学生会因家庭而有遗

留问题。但其实，我们作为育人者更多应反求诸己。再把目光放

到案例二，罗老师在面对学生 Y 的失礼以及“刁难”时，甚至面

对学生 Y 家长无形的压力时依然保持“从容”，有理有据地帮学

生分析自身原因，提出解决的途径，最终“皆大欢喜”。罗老师

对学生 Y 的教育已有些成效。起初，罗老师面对学生的失礼，也

出现了一点情绪失控，而这在今后的管理中应该避免。但这并不

能掩盖罗老师处理“无理取闹”的学生时所表现出的智慧 -- 适时

离开现场，让自己冷静下来，寻找合理处理方式；面对家长无形

的压力，依然把事情条分缕析。

四、案例启示

阅读众多教育案例后，尤其是成功案例，我们趋于这样一个

体会：处理的太好了，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而背后逻辑往往是“教

育机智”。

教育家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教育机智是一种知识，一种

包容在你身体中的体知，一种临场应变的机智。其指向是：孩子

的身心发展。它来源于对生活体验的不断反思，自觉的和不自觉

的反思，行动前、 行动中、行动后的反思，对反思的反思，并通

过反思而逐步形成的一种睿智、机智。” 

教育机智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它是教师必

须具备的一种智慧、策略和技能，也是教师教育艺术和教学才能

的体现。”但教育机智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教师在后天的教育

活动和教育环境中经过磨炼与感悟而逐渐获得的。一般而言，教

育机智水平甚至随着教师年龄的增长而呈上升趋势，它本是教育

教学经验积累和实践的结果。

关于如何获取此能力本文有以下拙见：

1. 阅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阅读永不过时。

比如阅读教育著作《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教学机智——教育

智慧的意蕴》《班主任漫谈》，以及教育案例报告论文，等等，

其中的案例和处理方式都可供参考。

2. 请教。如果你是刚入职场的“雏鸟”，那虚心受教以及询问，

将是你教育机智获得的来源之一。如果你是职场“前浪”，那不

耻下问，虚心请教有“智慧”的老师，对自身的教育机智也会有

所提升。

3. 观察。教师要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多留意，细观察身

边的智者们，看他们是如何应对学生们给予的“考验”的吧，并

且切忌带有色眼镜预判任何一个身边的教育者，因为每一个都有

可能做出“机智”应对。

4. 练习。师范生可利用学校提供的教育见习与实习机会，设

计一些“意外事件”情境，一起研究有效处理的方式，并进行模拟“实

战演习”。而在职教师则可进行一些心理练习，在头脑中设计一

些“意外事件”情境，结合理论和经验研究应对方案，然后想象

当时的处理结果及其后果。

5. 反思。反思是一种教师基于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分析自

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导致的结果的过程。日记、教学札记、教学

反思、案例报告等等记录分析方式，都能便于我们对自己的教育

行为进行“复盘”，结合理论，便能进一步完善处理突发事件的

能力，从而获得教育机智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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