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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析小学教师语言暴力对学生的危害及消除对策 
◆刘  畅 

（新乡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河南新乡  453000） 

 
摘要：近年来，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逐渐减少，然而教师的暴力语言现

象却呈上升趋势。教师的语言暴力伤害的是学生的心灵，它具有长期性、

隐蔽性、伤害性、迟缓性、扩散性等特征，对学生的危害可能会影响终

身。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教师暴力语言的危害，并提出了消除教师暴力

语言的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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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语言暴力”，就是诉诸于口头或书面的暴力行为，它
是指教师在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乃至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
对学生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性的语言，致使学生
的人格尊严，个人名誉和心理健康遭到侵犯和伤害。 

一、教师语言暴力的危害 
教师的语言暴力是校园文化建设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它阻

碍了和谐校园的建设，教师的语言暴力伤害的主要对象是学生，
特别是小学生。由于年龄、智力、认知等方面尚未成熟，使得他
们成为教师语言暴力攻击的主要对象。教师的语言暴力对学生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学生学业的影响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受到语言

暴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集中精力，无法继续全身心投入
到学习当中，进而影响了学习成绩。尤其是如果语言暴力是对学
生学习成绩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学生会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出现怀
疑，进而对语言暴力所描述的内容产生认同，最后导致学习成绩
下降。在语言暴力的影响下，学生还会对教师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教师的语言暴力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学生如果受到教师的冷遇
或讥讽，在心理上就会与教师产生一道鸿沟，时时戒备老师，疏
远教师，特别是某一学科老师的语言暴力会直接浇灭学生对这门
课学习的热情，最终导致对这门功课失去学习兴趣。 

（二）对学生道德品格形成的影响 
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立德治的重要时期，他们在

个性心理品质上所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模仿性强、可塑性
大。教师是小学生最爱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从道德品
质到每个生活细节，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都起着潜移默化的教
育作用。在小学阶段，小学生对事物缺乏深刻的理解，缺少分析
能力，他们的模仿能力更强，这个时期教师的道德品质对学生的
影响最重要，所以教师就应以实际的道德行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
育，给学生以模仿的对象。所以，教师语言暴力无疑会对学生的
道德品质形成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会给学生带来错误的学习模
仿信息，而这种错误又是小学生所无法辨别的，进而会影响学生
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三）对学生心理的影响 
教师的暴力语言给学生留下的是一种内在的创伤，特别是对

小学生来说，由于社会成熟度不高，意志比较脆弱，经受不住来
自教师的精神摧残。当教师对学生使用“你这个白痴”这样的话
语时，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会认为自己在老师
的心中没有好感，老师不喜欢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
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教师的暴力语言伤害的是学生的心理，这
种伤害不像身体的伤害那么容易被察觉，但是它的伤害力却是严
重的、持久的，甚至会影响到学生一辈子的前途和命运。 

二、教师语言暴力的消除对策 
（一）加强教师的职业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叶圣陶先生曾经对教师说过：“我们不仅要成为‘经师’，更

要成为‘人师’。要教育学生，教师首先应该做学生的表率。对
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品格修养尤其重要。”教师要有正确的角色
定位，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学生
的成长需要教师的关爱尊重，宽容认同，学生的心智需要教师循
循善诱的点拨，学生的品格需要教师孜孜不倦的教诲。所以，教
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立足自省。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

应该善思，每天都应该有相应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以督查
的身份来考查自己的行为。教师需要不断学习现代教育理论，不
断研究教育艺术，不断反思自我，纠正自己存在的错误习惯。教
师注重自身修养，是远离语言暴力，给学生一个利于健康成长的
文明校园的必然要求。 

（二）健全教师的心理教育机制 
教师的心理问题是影响教师语言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

与其他人一样，工作竞争、教育责任、社会舆论等都会给他们带
来巨大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如果不能得到舒缓就难免会带到教学
工作中来，也就难免会出现语言暴力现象。因此，全社会应从政
策、管理等各方面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宽松、愉快的工作环境，
提高教师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
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教师负担。营造有利于保持教师心理
健康，自我调适的内在环境，从而有针对性地促进教师的心理健
康。有了健康的情绪、平和的心境，教师自然就会宽容地对待学
生的错误和无知，更不会将自己的不满无缘无故地迁怒于学生，
从而遏制教师语言暴力的发生。 

（三）改革对学生的教育评价制度 
虽然这几年搞新课标，鼓励教师们搞创新，但对教师的评价

却还遵循应试教育的一套，对教学的评价还是完全按照学生的分
数。在这种应试教育制度和以学生的分数为基础的评价体制下，
想要杜绝教师的语言暴力很难。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加
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借鉴，根据该理论，
我们应该抛弃以标准的智力测验和学生学科成绩考核为重点的
评价观，树立多种多样的评价观，教师应从多方面观察、评价和
分析学生的优点和弱点，并把这种由此得来的资料作为服务学生
的重点。因此教师应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但是要
使教师从根本上改变对学生的评价，还需要整个国家改变对学生
的评价制度，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从而使教
师语言暴力在师生之间愉快的环境中消声灭迹。 

（四）健全教育法制建设，规范教师用语 
近年来，在教育的实践中，教师体罚行为之所以显著减少，

是因为国家对体罚行为以法的形式做出规定，并且有明确的处罚
措施。不难看出，要减少或预防教师语言暴力行为，就应像对待
教师体罚行为一样，要引起立法机构、学校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从制度上保证减少或预防教师的语言暴力行为的发生。众所周
知，语言暴力问题目前是不受重视的。对于这类现象的处理，多
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查处不力导致了罪责意识的淡化，以致
侵权现象多次发生。面对教师的语言暴力，不能因事小而不为，
要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才能有效地遏制
语言暴力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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