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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平等形关系，鼓励式谈话 
◆王静文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罗俊小学  528500） 

 
摘要：没有真诚的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在今天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

教师只有热爱学生，给学生真诚的爱，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才能更好地

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关系融洽，谈话的效果就好。

教师的观点要以自身的言行为后盾，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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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热爱学生永远是教师的义务和职责。一位教育家曾说：没有

真诚的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在今天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教
师只有热爱学生，给学生真诚的爱，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才能更
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他们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方式
方法，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做好指明灯。而日常的谈心，更是做好
学生教育工作的关键，更是师生关系沟通的最基本做法，为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铺路，为学生解惑指引点燃明灯。 

多年的一线教育辅导经验，几年的新课程标准下的教育教学
经历，让我清晰地认为，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要学会如何平等
师生关系，如何谈话进行平等沟通。我们都要知道，学生害怕老
师，是因为老师上课严肃，紧张；也因为老师从不走进学生圈中，
与学生交流，形成了学生有疑难不敢咨询老师，有困难不敢向老
师求助，有苦不敢向老师倾诉。孔子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这样的老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又怎能很好地传道授
业解惑呢？因此，在课间、课后，老师应该走进学生圈中，与学
生交谈说笑，玩耍，拉家常，主动营造一个和谐的师生环境，既
发展了学生的身心，又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一、改训话为谈话，更有利于平等自己与学生的师生关系。 
每位学生，都喜欢以班干部（即使是临时的）的名义走进教

师办公室送作业，取作业或别的光荣工作；都害怕被老师拉进（因
做错事，耽误事等）办公室训话。被老师训话，身心紧张，对老
师说的只有点头。而老师这样做，不但没有了解学生犯错时的动
机和想法，更不能让学生深刻认识犯错的根源。而改训话为谈心，
把学生拉到课室旁的走廊、花圃、树荫下，以平和的语气，拉家
常式的口吻，与犯错学生一起探讨犯错的危害性，如何避免错误
重演，认识以后的做法与想法。这样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钟是一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受到老师批评，指责的顽皮生。
他性格孤僻，成绩不理想，只要有同学对他指指点点或小碰撞，
便大打出手，做错事后在老师面前大胆承认错误，就是坚决不改。
一次，两位同学说笑玩耍中碰跌了小钟的钢笔，且折断了。小钟
一气之下，把那位同学打哭了，直趴在桌子上哭泣。我知道后，
并没有立即叫小钟到办公室来，而是到班里了解事情的经过，接
着把小钟拉到课室旁的大走廊，找一处少人看见的地方，开门见
山地询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当得知他还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的时候，我立即把自己教师的位置放到朋友的角色里，以大哥哥
的位置帮他分析，教他如何处理那种“伤害”。在我边说理边谈
自己的看法中，小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也知道了以后遇到
这种事时处理的方式方法。在往后的日子里，跟我主动交谈也多
了，打架减少了，也学会了听别人的意见了。 

每位高年级学生，都会感到自己长大时，表明自己已进入青
春早期。这时候的学生，独立意向发展迅速，已开始不愿意成人
对自己干涉过多，也不轻信成人，对父母和长辈的关心容易产生
抵触情绪。也由于分辩是非的能力还很不成熟，会产生一些不正
确的思想和行为。这时候，更应改批评为谈心，先让学生认清事
物的本质，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指导发展的方向，更有利于学生
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鼓励式谈心，比表扬更有动力。 
青少年进入青春早期，随着接触的人和物的范围日益扩大，

变得比较自信，有强烈的荣誉感和一定的责任感，愿意向英雄人

物学习，但缺乏足够的自觉和毅力，需要师长们多鼓励、多提点、
多督促。谈心时如能给学生多点鼓励，激发他们的信心和斗志，
比在班上表扬，收效更大。 

1、多鼓励学生对过去回忆、总结，从新认识自我。 
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加快，身体生理机能和心理意识不断变

化，而对自身的变化又不理解，容易产生疑惑和焦虑，这时，就
需要老师“指点迷津”，作正面引导。但当着全班指导，却不能
达到较好的效果，因而还是需要个别谈心，个别对待，因材施教，
更好地让学生在回忆自身变化的情况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教
师从旁敲击，让学生从新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放下思想包袱，
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小叶是一位思想纯洁，学习认真的好孩
子，由于贪吃、贪玩，被楼下士多店的老板哄骗，赊账 40 元多。
老板的催交，逼使小叶铤而走险，偷了爸爸 20 元，因为害怕被
爸爸发现，整天神不守舍，作业也出现不完成的现象，成绩一落
千丈。我从这表面上已猜出几分：小叶肯定出现问题了。便找他
单独谈心，我让他回忆出事这段时间以来的学习、生活，在我边
引导边鼓励的谈话下，小叶自觉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我便抓住
时机指导他该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事情平息后，我又找他
谈心，给他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让他认识自我、认识社会，从而
放下包袱，鼓励他以更饱满的热情从新投入到学习中去。结果他
又进步了。 

2、在鼓励中给予小任务，是学生发展的助动力。 
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不时给学生下放任务，让他们在

努力后体验胜利的喜悦感和成功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助动力。
小志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强，思考问题总比别人快，但经常在浅
题中出错，测评、竞赛中总是出现或这或那的粗心毛病，令家长
气愤，让老师不踏实。在跟他谈话时，先明白地评价他的优点和
缺点，鼓励他要有信心，有决心，有斗志克服这一毛病，然后下
放一条“小任务”：明天的数学测验，直接写出得数一题不准有
错，能吗？小志思考了一下，还是答应下来，我便指导他避免粗
心的方式方法。结果他成功了。这样，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训练，
让他在不断总结中接受任务，在鼓励中激发向上精神，结果得到
了老师和家长的赞扬。 

3、在鼓励中定下新目标，是学生进步的动力。 
争强好胜是孩子的天性。教师如果利用好这一心理特点，会

使学生有较大的进步。可以说，如果在个别谈话中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榜样和订立合理的学习目标，是学生进步的动力。 

定下的新目标，要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切忌订得过高过大。
少华是一位生性懒惰的女学生，作业经常不完成，而且马马虎虎。
也正因为这样，使她的成绩很不理想。为了引导她，鼓励她同其
他三位成绩略好的同学比较，让她发现自己的优缺点，并为她树
立以 XX 同学的勤做作业为榜样，以超过 XX 同学为奋斗目标，
鼓励她暗里与人竞赛，并不时跟进思想工作。很快，她的作业积
极完成了，而且蛮工整的，成绩也跃居在这三位同学之上。难怪
她父母说：“少华懂事了，我们少费心了。” 

诚然，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关系融洽，谈话的效果就好。
而教师的观点要以自身的言行为后盾，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还
要注意谈心内容的针对性、鼓励性，更要在谈心中表达自己的设
想和希望，让学生明确目标和做法，才使每次谈心发生积极的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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