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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邓小平曾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

格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四有”新人，关键在于教师。

时代发展趋势促使我们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

略，在此方针指导下，新课程改革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

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课程旨在“提高人文素养，提高

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

打破旧有的思想观念，树立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从旧有的传

统经验型教师向学习型教师转变，即教师应从更新的角度、从

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自己的角色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教师不

仅要做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智力的开发者，更要做学生道德的

引导者、心灵的开拓者、思想的启迪者和精神的塑造者。

为了更好地帮助教师完成这一角色的转变，我们编写了

这套丛书。本套丛书涉及新时期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组
—１—



织、教学管理、教学策略、教育技术、信息化教育、班主任工作、

师生沟通技巧、教师教态等各方面的内容，力图全面展示新时

期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希望它能对教师

的教育教学有所帮助。

鉴于自身水平的局限，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因此，望各位

同仁、广大师生和热爱教育事业的朋友不吝赐教，共同为我国

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

编者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１　　　　

目　　录

第一章　师生沟通概述 １……………………………

　　第一节　有效的师生沟通 １……………………

　　第二节　师生沟通所包含的内容 １３……………

　　第三节　师生沟通中的心理作用 １６……………

　　第四节　处理学生问题时常用的几种模式

２３

……

…………………………………………………

第二章　促进师生沟通的条件 ３８……………………

　　第一节　师生在沟通中都要有同理心 ３８………

　　第二节　教师要唤起学生对自己的信任 ４５……

　　第三节　接纳学生并尊重学生 ４７………………

　　第四节　教师要积极聆听学生的心声 ４８………

　　附　录　师生沟通案例欣赏 ５３…………………

第三章　师生沟通中的口语和体态语 ６２……………

　　第一节　师生沟通中语言的运用 ６２……………

　　第二节　学会感知学生的体态语 ７２……………



２　　　　

　　第三节　教师体态语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

８０

……

…………………………………………………

第四章　师生心与情的沟通 ９０………………………

　　第一节　师生之间的心理沟通 ９０………………

　　第二节　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９５………………

　　第三节　师生沟通中常见的心理障碍 １２４……

　　第四节　师生心与情沟通方法 １３９……………

　　第五节　沟通好师生情感　做个好班主任

１５５

……

…………………………………………………

第五章　课堂管理中的师生沟通 １６２………………

　　第一节　班级工作中师生的心理沟通 １６２……

　　第二节　教学中的肢体语言理论 １７０…………

　　第三节　目标导向性理论 １７３…………………

　　第四节　团体动力型理论 １７８…………………

第六章　师生沟通与师生关系 １８８…………………

　　第一节　概　述 １８８……………………………

　　第二节　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 ２０５…………

　　第三节　教师在和谐师生关系中的角色 ２１５…

　　第四节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 ２２５…………



书书书

◇
师生沟通艺术

１　　　　

第

一

章

师
生
沟
通
概
述

第一章　师生沟通概述

第一节　有效的师生沟通

作为一位教师，每天和学生交流的机会相当多，有时是在

讲台上扮演讲演者的角色，有时是在课堂上利用讨论解决学

生的疑惑，有时是利用个别谈话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但是，有

多少教师曾经留意到自己与学生说的话是否达到效果，常听

到老师有下列的抱怨：

●“不知道跟他说过了多少遍了，可他还是老样子，每次

都说好，但事后就忘了，真拿他没办法。”

●“就是他问题多，不知道告诉他多少遍了，他还是这个

样子。”

●“我看他听讲时很认真听的样子，问他还有没有问题，



师生沟通艺术
◇

２　　　　

第

一

章

师
生
沟
通
概
述

他都说没有，谁知道他会不会。”

一、无效的沟通

美国著名学者盖士达等人曾经对一般教师跟学生说话的

型态，整理出九种不同的型态，分别以生活中各角色来称呼，

当老师表现出这种沟通方式时，则常常无法达到沟通的效果，

因此无法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这些无效的沟通如下所述：

（一）侦探型

侦探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像侦探

一样，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拷问事情发生

的事实。整个谈话的过程常为他所控制，而常忽略了学生的

感觉，因此，常令学生觉得受威胁，容易引起学生的防卫。

（二）魔术师型

魔术师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的问题时，常常会试着告

诉学生根本没有问题的存在，而且常以“没什么”来否认学生

问题的严重性。而这种说法不能持久，因为否认了问题的存

在，并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而且他常忽略了学生的经验

以及知觉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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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判型

裁判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往往做很多

理性的解释，告诉学生他们过去的行为如何导致目前的情况。

虽然这种解释可能正确，而对于正处于情绪中的学生，这种方

法是无效的。因为，学生还没有准备去接受它，因此，学生会

觉得老师不了解他或责备他。

（四）上帝型

上帝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预言未

来即将发生的后果，而利用这些后果警示学生。认为自己有

责任宣布这些预言，剩下的工作就是静观预言的实现。是福

是祸由学生自行决定，听从了上帝的指示则能得福，否则就会

遭到祸害。

（五）卷标型

卷标型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给每个问

题或学生一个卷标，他们常说“你就是……”他们认为只要对

问题找出合适的名称或标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正仿佛医生

只要告诉病人所患的病名，病人即可不药而愈似的。



师生沟通艺术
◇

４　　　　

第

一

章

师
生
沟
通
概
述

（六）工头型

工头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相信一

个人如果能够忙到没时间去想或制造问题，那就不会有问题

了。因此，这类型的教师觉得指派工作给学生去做，会比去解

决问题来得重要且有效。

（七）警官型

警官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只是提

供学生应该遵守那些规则，他们只知道那些事是学生应该去

做的，认为没有必要去听学生的解释或感觉。所以，这类型教

师只管学生是否遵守了规则，而不管其他。

（八）专家型

专家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对每个

情境提供建议，不幸的是，往往每位教师的建议，常只累积个

人的经验和智能，这毕竟太个人化了，而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

的情况。而且这些建议经常不是让学生觉得是压力，就是养

成学生依赖他人的习惯。

（九）园艺设计师型

设计师型的教师在处理学生中存在的问题时，常常不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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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讨论任何不愉快的问题，因此他们经常说一些漂亮的话

来掩饰学生的问题，以便和这些问题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

他们相信将问题藏在乐观的花香中，对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帮

助的。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类型的沟通型态都属于无效的沟通的

范畴。盖士达等学者提出师生之间有效的沟通必须包括两种

基本的要素，一是正确的接收讯息，另一个则是积极的反应，

任何一种沟通，不只限于师生之间，只要能做到正确的接收讯

息和积极的反应，则必能达到沟通的效果。

二、正确接收学生发出的讯息

如果班上有一个学生功课落后了很多，不知道要下多少

功夫才赶得上，他很担心，但不能直接向老师表现内心的忧

虑，于是他通过内心“译码”的历程———选择一些语言符号来

表达他内心的状况。如图一所示，假如他选择了这样的讯码：

“我们是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当你收到这样的讯息，你内心也

必须通过译意的历程，才收到对方的讯息。这个历程可能是

猜测或推想，而往往受到收讯者个人的需要、偏好、期待、防卫

机转、偏见或焦虑等因素的影响，而扭曲的接收到讯息。也许

教师听到图一学生的话，会想到“他忘记了考试的日期”或“他

在提醒我上课的进度要加快了”，这样的译意可能会引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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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责备学生或告诉学生考试的日期，如图二所示，可

是这些都不能解决学生的问题。

　

发讯者

提心考试
—

译码选择

输出的符号
→

输出的讯息

我们是不是要考试了？

　　　　　　　　我们是不是要考试了？

　　　　　图一、说话者发出讯息的历程之举例

发讯者

担心考试
— 译码 幑幐＋ 译码 —

收讯者

他忘了日期

　　　　　　下周一就要考试了

　　图二、说话者与收讯者回话的沟通历程之举例

前面所列举的许多无效的沟通型态，都是由于教师没有

注意到正确的接收讯息所导致。如一位学生因老师指定他当

研讨会主席，他担心自己做不好，而对老师说：“老师，我怕我

不会做主席，万一我做不好，怎么办？还是请您另外指定别的

同学，班上有很多同学都会比我好。”这情境可能会有下列

反应：

（一）侦探型：“还有谁可以担任呢？”这些老师收到的讯息

是学生想推荐班上更合适的同学。

（二）魔术师型：“不会的，你肯定会做的很好的。你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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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紧张而已。”这位老师并没有收到学生担心的讯息，反而否

认了学生所感觉的焦虑。

（三）工头型：“你帮我把这些本子拿到班上发下去，然后

去中班把他们班长叫过来一下。”这类型的老师根本没注意到

学生所发生的讯息，他们认为交待学生做一些事，就可以让他

忘了这个问题。

（四）警官型：“作为一名班长，你应该担任主席，而不应该

推辞。”这位老师收到的讯息是学生不想当主席，而想推辞。

（五）园艺设计师型：“你的能力很强，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今天你在班上上课表现很好。”这位老师没有注意到学生的担

忧，而一时以愉快的事带过这个问题。

著名学者盖士达等认为，教师要做到正确的接收别人的

讯息，必须做到下列的事项：

１．正向的回馈

著名学者尼伦（Ｎｙｌｅｎ）认为，回馈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

这种沟通是将对方给我们（收讯者）的感觉告诉对方。如何做

到正面的回馈呢？杰可伯斯（Ｊａｃｏｂｓ）建议：

（１）在给学生做工作时，用积极的情感，积极的叙述去呈

现所接收到的讯息。如下面例一的教师Ａ就是责备、打击的

叙述，不像教师Ｂ对学生表现友善、关心的态度。

例一，学生：老师，我不想参加这次的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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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Ａ：你怎么这么退缩，不上进！

教师Ｂ：你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准备放弃这次的比

赛呢？

（２）在给学生做工作时，着重强调所得到的讯息的来源，

最好能具体说出导致收讯者的感觉之事件，以增加回馈的可

信度。否则模糊的回馈会让对方不易了解你所收到的讯息是

否正确。

（３）在给学生做工作时，优先采用正面的回馈，不轻易使

用负向回馈。

２．有弹性

尼伦指出，平时有依赖习惯的人对新情况的适应会比较

难。而学生的个别差异这么大，光靠教师个人的经验，有时候

不足以了解学生。因此，教师要有弹性，随时可接受各式各样

的学生讯息，避免老用个人经验套入学生的讯息中，这样才能

正确的接收到学生所发出的讯息。

３．必须了解防卫转机

一个人要想正确的接收到别人所发出的讯息，必须先了

解防卫转机的本质，以及常被采用的几种方式如合理化、补

偿、投影等，如此可了解自己可能采用的防卫方式和对方所用

的防卫方式，则有助益教师对真正讯息的接收。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注意事项以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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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正确接收讯息的课程，其课程内容包括有专注、倾听、情绪

辨识等项目，透过这些课程的练习也可以增进教师这方面的

能力。国内黄惠惠小姐所著的《助人历程与技巧》及欧申谈先

生所译《教师效能训练》等书对于这方面都有详细的叙述。

二、积极的反应

在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有正确的接收，

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学生也必须对教师的反应正确的接

收，才能了解自己已被了解了。如图三所示，师生的沟通事实

上是彼此互动的历程，教师的反应也将变成学生的讯息，学生

的讯息也将成为教师的反应，如图三步骤五之后就又回到步

骤二来，使这互动历程使一循环，除非有一方结束反应或发出

讯息。因此要使师生之间沟通达到效果，教师要做到积极的

反应，以便促使循环延续。

反应包括口语式与非口语式，有时两种会混合出现。但

是两者的讯息必须一致，否则会混淆了对方的接收。例如，老

师很不耐烦地告诉学生“没关系啦，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学

生虽然听到老师说没关系，但从老师的表情与手势看出，老师

还是在生气，有时老师不一定针对此事在发脾气，但连同话语

表现出来的非口语讯息，会让学生一并的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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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学生发出讯息 ←　
情绪、内容

语言、

↓


非语言

　　　　　

↓


第二阶段 教师接受讯息

　　　　　

第三阶段
教师反应发出教师

对学生讯息的反应
←　

情绪、内容

语言、

↓


非语言

　　　　　

↓


第四阶段 学生接收教师的反应

　　　　　

第五阶段
学生对教师的反应

提出反应

图三、积极沟通的历程

反应的对象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方叙述的内容（ｃｏｎ－

ｔｅｎｔ），另一则是对方叙述的情感（Ｆｅｅｌｉｎｇ）。通常一个讯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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