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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和平等构建师生间金色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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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 阐述 了尊重和平等在师生中的地位及作用

美好的关系
,

以及达到此种关系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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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了尊重
、

平等是 当今师生关系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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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尊重和平等在师生关系中的体现

人为本
”

在教育上的首要前提是大力调整师生关

系
,

没有师生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

素质教育就不

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落实
。

每一个人都有被受到尊重的心理渴求
,

当一个

人受到了别人的尊重
,

就有一种满足感和 自豪感
,

』

自理充满了被认可的自信
,

愿意与人友好相处
。

在大学校园里
,

师生 之间就更应该互相尊

重
。

首先
,

双方达到互相尊重的认可度相对要高
,

原 因是社会的成员在学识
、

能力
、

性格
、

气质等

方面是有差别的
,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有不同的身

份
,

但在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

应该互相尊重
、

平等相待
。

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大学校园里
, “

尊重

和平等
”

更容易受到双方的接受和认可
。

其次
,

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

老师应该尊重学

生的人格和 自尊心
,

学生也要尊重老师
。

学生尊

重教师
,

一要尊重教师的劳动
,

二要虚心听取教

师的教诲
,

对教师要有礼貌
。

教师尊重学生
,

就

要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
,

坚持公平
,

公正
,

和

蔼可亲
,

诲人不倦
。

在 日常生活 中
,

学生尊重教师是理所当然
,

也是应该的
,

也很常见
,

尊师重教一直是我国的

优良传统
,

但是教师尊重学生做起来就不那么容

易
。

在学校里教师处于天然的强者
,

从学识
、

地

位以及生存空间都比学生强
,

教师掌握了学生的

学习成绩
、

思想品德的评价
,

以及涉及到学生许

多切身利益的权力
,

教师在此过程中
,

稍微不慎

学生就容易受到伤害
。

“

以人为本
”

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 “

以

二
、

尊重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的具

体体现

(一 ) 尊重双方的人格和尊严

师生之间彼此尊重
,

尊重对方的人格和自尊

心
。

社会成员之间
,

有贫富之别
,

但在人格上无

高低贵贱之分
,

都是平等的
,

都应该受到尊重
。

所以教师对容易犯错误的学生
,

首先就要顾及他

的人格
,

在大众场合之下
,

要顾及学生 的面子
,

批评教育要适度
,

不是严厉的斥责
,

而是充满爱

心和期待
。

另外
,

要使学生接受老师的批评
,

老

师就要与学生保持
“

同体观
”

的关系
,

即在学生

看来老师是为他好
。

这样
,

师生双方 的心理距离

拉近了
,

学生就不会感到心理压力
,

从而接受批

评
,

相信学生在老师的正面激励和引导下
,

一定

会有所改变
,

逐步完善 自己
,

从而收到化腐朽为

神奇的效果
。

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

尤其要尊重

为社会辛勤劳动而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者
。

尊严

是人对 自己价值的意识
,

是人超出动物的优越感
。

在本意上
,

凡人都有尊严
,

他不仅要求别人尊重自

己的人格
,

而且也能把别人当人来尊重和对待
。

建

立了尊重和平等的师生关系
,

就可 以消除师生间

的公开对立
、

学生对老师出言不逊
,

甚至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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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发生
。

尊重和平等的师生关系就最忌讳提到
“

体罚
” 。

体罚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学生的身

体和人格进行侮辱的言行
。

它是以惩罚为手段
,

以侮辱和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结果的
。

(二 ) 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

互动型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
,

尊重学生就体现在要以学生为

中心
,

知识不能被
“

传授
” ,

更不能
“

灌输
” ,

知

识只能通过学生 的活动来获得
。

在符合社会要求

的条件下
,

教育要充分满足学生 的需求
。

学生最

怕 老师不 管学生 的实际情况
,

只管 自己 照本宣

科
,

到最后教师把课上完
,

学生却一片茫然
。

教

师往 往凭借其
“

闻道 在先
” ,

在教学内容的传

授
、

方法的选择
、

作业的布置
、

效果的检查等各

个环节包揽一切
,

目中无人
,

学生的成长完全依

赖教师
。

所 以作为一名教师
,

如果以知识
、

技能

与道德品质的传播者
、

灌输者
、

教育者的身份居

高临下
,

是很难达到满意效果
。

相反
,

教师应该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交流获得重新学习
,

进

行反省和提高的大好机会
。

一个好教师还应该关心学生的未来
,

特别是

他们的就业
,

所 以在教学过程中
,

就要紧密联系

社会
,

进行有意识的引导
。

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尽

办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激情
。

要做到这

点就必须了解学生的兴趣
、

爱好
,

在尊重和平等

的氛围中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
,

这样才便于促使

学生积极去思考问题
,

主动去获取知识
。

学生才

会感受到自己被教师尊重
。

把学生 当成活生生的

人来对待
,

尊重 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尊重

了学生的思维
。

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

就要

考虑学生的个体体现
,

每个学生都有他自身的独

特性
,

他们是独一无二 的个体
,

再差的学生都有

自己的闪光点
,

所以以学生为中心的师生互动型

的教学模式就应该将 自己 的关心和爱护播撒到每

个学生 的心 田
。

师生之间互敬互爱
,

互相帮助
,

互谅互让
,

互激互励
,

融洽和谐
,

怡然陶然
。

培

养学生 的积极性是多方面的
,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

是 师生之间感情 的融 洽
。

有一 位教师曾经这样

说
:
我用尊重和信任赢得 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

最

后
,

我用学生 的积极性
,

赢得 良好的教育
、

教学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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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运用尊重和平等达到师生间的良好

沟通

教师除了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
,

增强师生间

深厚感情外
,

还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尊师重教的思

想教育
,

使学生真正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
。

陶行 知先生 说
: “

教育是 心 心 相印 的 活

动
。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尊重

需要和成就需要
。

就学生而言
,

他们渴望得到教

师的关注
,

希望得到同学的认可和赞同
。

课堂是

最好运用尊重和平等的场所
,

课堂上能回答老师

的提问无疑是教师信任 自己的表现
,

是教师给予

的特别关注
,

被关注带给学生的是希望 和信心
。

当他们有机会能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表达 了自己

的自信和愉快的体验时
,

这就满足 了学生的成就

需要
,

需 要 的满足无疑更能激起他们 的学 习热

情
。

因此
,

满足学生的答问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是一种神奇的教育力量
。

(四 ) 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新型师生关系应该是
:
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

平等的
,

在交互活动中是民主的
,

在相处氛围上是

和谐的
。

其核心是师生心理相容
、

形成师生至爱的

真挚感情关系
。

它的宗旨是本着学生 自主性精神
,

使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发展
。

教师在新型师生关系

中的角色不是
“

工头
” ,

不是
“

领导
” ,

不是
“

法

官
” ,

不是
“

严父
” ,

不是
“

上帝
” ,

而应是他们

的导师
、

朋友
、

助手
。

教师应以人为本
,

以学生发

展为本
,

相信每位学生的能力
,

信任他们能做到最

好
。

尤其要肯定
“

差生
”

的每一次进步
,

要树立心

中没有
“

差生
”

的理念
,

要引导班级体形成积极竞

争的良好氛围
,

消除固定的最后一名
,

就没有了永

久的
“

差生
” 。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

必将有效化

解师生冲突
,

师生间亦师亦友的关系
,

必将构建师

生间金色之桥
。

(五 ) 正确处理教师权威在尊重平等师生关

系中的地位

教师没有权威
,

就体现 不 出教育事业的神

圣
。

没有惩罚 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

教书育人

是教师的天职
,

对学生严重违纪
、

甚至违法的行

为要进行批评教育
,

是教师的基本职责之一
,

也

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对教师的要求
。

因此
,

教师对

学生放弃
“

批评
”

或者变相批评是对学生的放纵

而不是尊重
。 “

养不教
,

父之过 ; 教不严
,

师之

惰
” ,

这是几千年圣人就总结出的道理
。

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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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在教育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行

为
。

2 0 世纪 03 年代末
,

美国心理学家利比特与怀

特在研究后 发现
,

教师的领导方式有三种
:
专制

式
、

放任式和民主式
。

这三种领导方式及其所表现

的态度对师生关系的影响各不相同
,

专制式的教师

主要依靠传统力量和强制的力量来影响学生
,

作风

专横
,

经常运用体罚
,

变相体罚及心理惩罚等方

式
,

对学生实行管制
,

因此
,

师生关系紧张
。

放任

式的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
,

因此
,

师生关系淡漠
。

民主式的教师主要依靠吸引力量和专长力量来影响

学生
,

尊重学生 的民主权利
,

因此
,

师生关系融

合
。

教师在学生面前有权威
,

首先要获得学生的尊

重
,

要得到学生的尊重
,

教师就要重视品格陶冶
,

在

思想
、

作风
、

品格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

做好学生

的表率
。

会用教育权利
,

我们就要重视教育权威中

的智能和品格因素
,

但决不是否认权利因素的存在

也并不拒绝必要时对传统力量和强制力量的使用
。

关键是在教育过程中
,

教师要学会如何使用教育权

利
。

首先
,

要以尊重爱护学生为前提
,

教育权利的运

用不应该牺牲学生的自尊和人格为代价
。

其次
,

要

以育人为目的
,

教师对其教育权利的运用
,

不是要

以此来弘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

而是要用其与职业

俱来的教育权利去引导学生进人知识的殿堂
,

使学

生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

除此而外
,

还要公正合

理地使用权利
,

这是使教育权利合法化的保证
。

所

以
,

要建立尊重平等的师生关系
,

还必须把握好教

师权威的适度运用
,

才能确保尊重平等在师生关系

中起到新时期赋予的特定的历史使命
。

三
、

尊重平等在师生关系中的价值

人人都想在交往过程获得尊重
,

师生之间先建

立起了一座尊重平等的金桥
,

教学活动才能顺利开

展下去
。

学生乐于学
,

教师愉快地教
,

学习为我所

学
,

学习为我所用
,

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在创造知

识
。

在这种平等愉悦的氛围里
,

学生的身心才能获

得轻松和 自由 ; 才不会感到压抑和不满 ; 学生才会

充分地展现自我
,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 才会勇攀

知识高峰
,

为人类社会的改革和前进注人更强的生

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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