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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脾气已经够好了为什么学生还是不愿意和我沟通——这可能是许多新手教师面临的
一个难题。很多时候，这种沟通壁垒源自缺乏“共情”。“共情”与普遍的“说教”大不相同，它要求
教师以关怀的态度走进孩子的内心，倾听孩子的心声，感受孩子的感受，并将这种感受向孩子传
达，从而促进孩子对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形成更深的认识。正如美国心理学教授亚瑟·乔拉米卡
利所说：“情感上的被理解绝对更能给人安慰，比任何语言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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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所有的主任中，班主任的权
利最小，但班主任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班主
任是联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中间桥梁，
更是班级管理中的中坚力量。班主任对学
生的影响可能只是任教这几年，但也有可能
是一辈子，绝对不要小觑一个人对另一群人
的影响力。班主任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
对学生而言都是潜移默化的无声教育。

作为一名刚踏入教育一线的新老师，在
管理繁杂的班级事务时，难免会乱了手脚。
因此，为了有效管理班级，会对班级事务进
行分类处理。对于学生常见的问题，班主任
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常常就会选择简单化处
理，但自认为问题简单而简单化，会忽略了
这背后巨大的教育力量。

一天午读结束后，班里的学生锋哭着
鼻子来办公室找我，说他笔盒里的好几支
铅笔不见了，笔盒也被摔坏了，现在盖子合
不上了。听后，我熟练地进行询问：“你什
么时候发现铅笔不见的？中午放学前，你
把笔都装进笔盒里了吗？笔盒放进书包放
好了吗？”在我询问期间，锋还继续哭泣，边
哭泣边回答我的一连串问题。对话中我肯
定了锋的做法，自己的学习用品用完收好
也放好，学习用品贴好姓名贴。事后我告
诉锋，“我会调查出来谁动了你的铅笔和笔
盒，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准备上课。”

随后，我请来几个在学校午餐午休的学
生了解情况。得知学生吃完午餐后会回到
教室玩耍一会再回去午休。经过了解和证
人的供词，我可以锁定学生明。

于是我私下找明谈话，刚开始明并不
承认自己的行为，因为老师没有证据也没
有证人。见状，我拿出在学校午餐午休学
生的证词说：“老师肯定是知道点内幕才会
找你的吧，肖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明感
觉到不妙，支支吾吾地承认了，午餐后和几
个同学在班级玩了一会儿，但并没有拿走
同学的铅笔。明是班上比较调皮多动的孩
子，行为纪律相对差些，但是我知道明很爱
妈妈，所以我就跟明说：“如果你跟老师说
实话，老师和妈妈会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的。”话语触碰到明内心脆弱的一面，明的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不久，明承认了自
己因为贪玩，拿了同学的铅笔在教室里扔
来扔去，还不小心把笔盒摔坏了，玩完铅笔
也没有归还。首先，我肯定了明是个诚实
的孩子，接着和明一起商量怎么解决。我
的建议是，放学后明当面跟锋道歉，并且承
诺赔偿锋笔盒和铅笔，还要把这件事情的
经过完整地告诉妈妈。明也同意了。

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自以为自己处理的
方式是正确有效的，但无意间我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因为我听到锋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再也不会找老师反映情况了，老师她不
懂。”不懂什么？我的脑袋里快速回放处理
这件事的经过，反思了整个过程。

我不懂他当时的感受，我没有做到共
情，为了快速有效处理事情而忽略了学生当
时的感受，以成人的思维疏导学生的思想，
让学生不要顾及自己的感受，把事情交代清
楚，把问题解决掉。问题看似解决了，但也
埋下了一个个问题……

当学生在难过或受到伤害找班主任的
时候，学生脑袋里只有伤心难过，哪里还
有清晰的思绪描述事情的经过，耳朵也听
不进班主任讲的什么大道理，包括避免再
次发生的建议。相反地，如果这个时候有
人真正愿意倾听，认同他的感受，试图了
解学生的感受，选择用共情的语言交谈，
或许他的感受能得到缓解，从而平复情
绪，事情或许也能找到转机。

接受学生的感受
平湖街道中心小学 张金苑

共情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的，但共情的语言毕竟不是班主任的
“母语”，所以需要班主任有意识地加以训练。下面分享与学生产生共
情的做法：

1.全神贯注地倾听

比语言的技巧更关键的是倾听的态度。倾听的态度是产生共情
的必要前提，教师应该双眼注视学生，与学生伴有眼神的交流，那么学
生会感受到教师此刻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从而更愿意表达自己。

2.用一两个词描述出学生当时的感受

当老师在认真听学生表达的时候，用一两个词总结学生的感受。
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并不难，但不能忽视说出学生的感受这
一步。因为当老师说出学生的感受后，学生才会知道老师真的是在认
真听，才会明白老师是懂自己的！有了感同身受，相当于在老师和学
生的交流中扣上共情的纽扣。

3.用语气词回应学生

在学生表达感受的过程中，老师不用接学生的话，用语气词“哦”、
“嗯”、“原来”等回应学生。学生的感受要得以充分的表达，离不开老
师的回应。把话语权交给学生，给机会让学生说出自己的困扰。这里
不需要给学生疏通思路或建议，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整理自己的感受
和思路，可能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4.给学生期待

在学生表达完感受后，老师要满足学生对自我感受的修护，给学
生期待。弥补学生感受，需要老师和学生一起期待未来。当学生对某
种事物渴望的心情得到理解时，他们更能接受当下的现状。

以上方法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机调整。总结过后，我有意识地在
班级管理中使用共情语言。

一天下午，围棋课结束后，我看见明的眼眶红红的，眼泪还不停地
往下掉，看样子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此时，我摸了摸明的头，给了他一
个大大的拥抱。我想可以用共情的语言来试试，于是把他邀请到办公
室。首先我说“你看起来一定很伤心！”（说出学生的感受）我等待了一
会儿，明说“是呀！”我接着说“哦？”（用语气词回应学生）“我很认真上
围棋课，也举手发言，但是老师没有叫我回答问题，我没有得到围棋卡
片。”明委屈地说。我顺势说“真希望围棋老师请你回答问题，那你就
可以得到围棋卡片了！”（给学生期待）“是呀！真希望是这样，不过我
会继续积极发言，我相信我会得到围棋卡片的。谢谢老师您愿意听我
的想法。”明重拾信心。在这个谈话中，我始终没有给学生梳理思想，
也没有鼓励学生继续积极举手，只是倾听学生的表达，说出自己的感
受，然后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明白怎么解决问题从而重拾信心。可见
共情的语言对学生的帮助是多么大！

如果老师没有和学生产生共情，无论老师说什么，在学生眼中都
是虚情假意的。当老师理解学生的感受，学生就会感到被尊重，当老
师说出学生的感受，学生就能更清晰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感
受，会集中注意力帮助自己修复感受。学生有了好的感受，也会相应
出现一些好的行为。

共情的语言是尝试着理解学生的感受，帮助学生面对他们的感
受，帮助学生在自我表达和梳理中解决问题，让学生明白老师原来很
在意他们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