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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尊重成为教育的底色
王艺华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我们班在建班的第二年，由于前任班主任即将成

为一位母亲，我顺利成为了一位代班的“继母”，中途接班，

负重前行，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接班前，从各种渠道了解

了班级情况：就业班，基础薄弱，一次常规示范班没有得过，

集体荣誉感不强，很多学生对班主任与任课教师认同感不强，

甚至与教师发生过争执，更有几位“出名”的学生在学校与

教师心中是常“挂帅”的。如何让我的工作变得不是那么举

步维艰，让我和学生互相和平共度，我选择从“尊重”开始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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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从“都一样”开始

尊重就是要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不戴“有色

眼镜”。在与班级同学第一次见面会上，我就只讲了一个方

面，那就是平等，不管每一位同学以前是怎样的，从今天开

始大家在我心中都是一样的，新的开始，我尊重每一位同学，

我们互相尊重，才能互相理解。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着重关

注了“出名”的几位同学，而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许多

班级事务分配给这几位同学去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起初，

所有人都很诧异地看着我，包括那几位同学，这种诧异，来

源于他们觉得一般班级事务教师都交给班干部，这次怎么会

交给大家眼中天天挨批的同学。但是，我很欣慰，因为那几

位同学从以前漠视我、可能都不怎么抬头看我到诧异的眼光

望着我，至少有了眼神交流。刚开始他们对分配的任务推脱，

我就单独细致给他们分析任务怎样去完成，他们看向我的眼

神有了光，我也同样投去了信任的目光，结果可想而知，这

几位同学任务完成得很好，甚至有几项我都理不清的繁琐的

资料也做得井井有条，而且即使是收集 58 份作业，也认真负

责，不断提醒大家上交时间。我在班里大肆表扬，而且不停

鼓励同学们发挥自己特长，班级事务不管大小，只要你觉得

自己行都可以做，不只限于班干部。慢慢地我发现，许多同

学自告奋勇参与了进来，整个班级凝聚力也加强了。而且在

那几位“出名”的同学中，我还发现了一位做事十分利索，

又有思路、能力强、人缘很好的同学，并立马推选她为副班长，

班里没有一位同学有异议，都同意。与她经过多次交谈与引导，

我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与鼓励，她也给予了我充分尊重与信服。

“收服”一位“出名”的，达到的效应就是以“她”为点，“收服”

了一片“出名”的。在平等的前提下，我也受到了同样的尊重，

在十六七岁这样追求个性与独立的年纪，班里每位同学不管

有什么违纪行为，都会先主动来找我道歉，第一句话都是“对

不起，王老师”，这种能主动向老师承认错误的行为，我认

为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与认可，所以，人格的平等，是尊

重的起点与终点，更是教育的基础。

二、尊重从“你先说”开始。

尊重就是要让学生有话语权，要先学会倾听。要注意倾听

方式，尊重学生的想法，不能以老师的权威，在没有理清事实

的情况下，就发表“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这样”“你这样是

错的”等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判断、主观定论。在班级的所有事

务与学生个人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我都会先听取学生的意见。

班级事务，我会在全班征求意见，学生各抒己见，当然会出现

几种方案，我会引导全班进行“归因”训练，让同学们分析每

种方案利弊，最终共同确定最终方案。学生个人事件处理，尤

其是违纪行为，我从不先表态，先听他们自己阐述事情经过，

听完后问一句：“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后边又倾听

他们自己分析，最终我会针对他们对于事情分析结果给出我的

意见和建议。

其实，倾听的过程，是我们解决问题找准切入点的过程，

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尊重了每一位学生的想法，了解了每一

位学生内心的独白，更开拓了思维。有时候，学生的思维是“星

火”，可以照亮我们，而且我们同时也赢得了尊重，我在讲的

时候，学生也更愿意倾听与认同。倾听的地点选择，我从来不

会选择办公室，我从不在众目睽睽的办公室处理学生问题，学

生是有尊严的个体，他们的一切想法与行为，都应受到保护，

尤其学生有过失的时候，他们是十分不愿意办公室所有老师都

知道、都参与他的行为后果处理与评价的。

三、尊重从“同理心”开始

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每一件小事我都站在学生角度多

想想，甚至会联想我在他们这个年纪遇到同样的事情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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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沟从来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你未设身处地以对方的身份去

尝试体验，以“同理心”的思维去处理学生问题，你会发现，

你离他们很近，而且处理的方法学生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工作

中，我们不仅自己要有同理心，更要教会学生“同理心”，这

样尊重才会产生光合效应，才能使学生了解感知到你对他的尊

重，进而对老师产生人格崇敬，反过来才会尊重你。班上有位

残疾学生，走路有点不方便，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异常，走不

快而已，我丝毫未觉察。他表现很积极，班级事务抢着干，有

一件班级事务需要勤跑腿，他第一个举手要参与，可是，马上

有很多同学都反对，说他不适合，有些同学直接对着他说：“你

跑不快，干不了。”他一下子就低着头不吭声了，此时，我才

惊觉他是一个身体有点缺陷的学生。我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

告诉同学们明天再决定。无巧不成双，过了一会，负责核实学

生信息的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只有某某同学没有交残

疾证明。”我及时制止了她，告诉她相关资料明天再收。此后

一整天，我的脑海里都浮现着那位同学突然沉默低头时的情景。

第二天，我特意委派他去单独帮我完成一件事情，等他离开教

室后，我针对昨天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同学沟通了一下，我首先

提了同学们昨天语言上应该注意的地方，然后问大家如果换作

是你自己，你当时听到这些会有什么感受。几秒寂静后，很多

同学点着头表示了认同，我紧接着告诉大家，尊重别人是一个

人的修养，我们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学会如何尊重他人，

常常要以“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注意自己的言行

与举止，这样，你同样也会收获尊重，我希望我们同学可以帮

助他，关爱他，但又不能刻意去做，要保护这位同学的自尊心，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他去做这件事，故意支开他的原因。事后，

我发现同学们和他相处越来越融洽，而且，那位同学甚至主动

找到我，要求为班级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尊重了这位同学的

想法，也充分相信他，很多事情也交给他去完成。自己拥有同

理心，引导学生拥有同理心，让他们设身处地对他人的情绪和

情感的觉知、把握与理解。使我和学生的关系拉近了，我们彼

此互相尊重，形成了心理相容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尊重学生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而且是保证良好

的教育效果的前提。在班级管理的实践中，我相信，只要老师

以德为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信任和平等对待

学生，宽容学生一时的迷失，与学生真诚沟通，就能培养出具

有健康人格和良好习惯的学生，就能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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