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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

黄 信，徐 静，孙德刚，徐 雁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摘 要】通过对教育活动中“罗森塔尔效应”的认识，提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过程中运用

“罗森塔尔效应”的要点，再分析“罗森塔尔效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成功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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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中的“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它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古代有一个塞浦路斯王

子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刻了一位美女，雕刻时他倾

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感情，雕成后又每天捧在手

中，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他天天向这尊雕像祈

祷，希望它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王子的一片诚心终于感动了这尊雕像，它

真的变成了一名活生生的美丽少女，而且嫁给了

他。受这个故事的启发，%"$. 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

·罗森塔尔和雷诺尔·贾可布森进行了一项著名

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实验中，他们随

意抽取一组一年级学生，尔后告诉这些学生的老

师，这些学生经过特别的测验被鉴定为“新近开的

花朵”，具有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学业冲刺”的无穷

潜力。以后，师生们在各方面对他们另眼相看，老师

们积极、恰当地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自尊

心、自信心倍增，各方面分外努力。结果发现，当教

师期待这些学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智慧进步时，他

们果然在一段时间后取得比对照组学生高得多的

智商分数。罗森塔尔的实验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的智慧成就的预言，会决定另一个人的智慧成

就。他们把这种效应称为“皮克马利翁效应”，人们

也称之为“罗森塔尔效应”。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必须依据受教育者

的的具体条件，遵循一定的规律，把普遍性和特殊

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育活

动应首先遵循受教育者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

“罗森塔尔效应”是对青少年教育中应重视的心理

现象，这一效应就是因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信任、热

爱和对其更高的人际期待而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罗森塔尔效应”在教育中的运用，其精髓就是爱和

理解的精神状态。教育者把信任、尊重、理解的信息

传授给受教育者，通过激励、宽容和提醒来调节受

教育者的行为，以达到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罗森塔尔效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的实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政

治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主渠道，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社会的认同和责任意识。这

门课具有思想教育的性质，不仅要求大学生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道德伦理、中

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知识，更重要是要在思想上达

到自觉认同，坚定信仰。在这门课的教学中对大学

生兴趣的激发，情感的培养，爱的关怀，思想成长历

程的倾心关注尤为重要。

!" 培养兴趣，培养一种积极的学习情感。卢梭

在《爱弥尔》一书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

你所教的东西。问题不在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

养他们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

起来的时候，教他们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教师应不

失时机地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使学生全神贯注，

积极思考，甚至进入废寝忘食的境界。孔子也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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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对

学生学习有至关重要影响，兴趣愈浓，追求得也就

愈执着，学习效率也就愈显著。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善于利用马克思、

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业绩和伟岸人格

激励学生；善于用历史上的名人的成功的事迹鼓励

学生；善于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让学生

感受使命；善于从法律知识案例的分析中让学生提

高法律意识；善于从时政形势讲座中把握社会生活

的焦点、热点问题等。教师要善于从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内容上找到学生的兴趣点。

同时要采用大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

来激起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其一、采用学生喜

欢的辩论、演讲等形式#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辩论不

同于注重谈个人观点的课堂讨论# 而是通过两种不同

观点的直接交锋# 促使学生对自己所坚持的观点进行

论证# 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演

讲可以训练口才和在公众场合表达意见的能力。

其二、通过精心选择教学材料，适时地以多媒

体手段艺术的形式加以“包装”，比如通过一段音

乐、一篇散文、一个故事使教学的主题得到丰富，更

深地打动学生。

其三、努力创新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拓

展新的有效途径，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

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用先进文化占领校园

网络阵地，使网络教育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

!" 及时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美国著名的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

需求是渴望被肯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是凭借

别人对自己的反应作出自我判断的。肯定作为一种

教育手段，是建立在人们的心理需求和人的社会性

特征的基础上的，承认差异，肯定长处，还个体自尊

和自信，使个体向完美方向发展的过程。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

生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有意识地找出他们的

积极因素。当他们有某个不同别人的新观点时，老

师要在全班面前支持他，这样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

生一种快慰和成就感，使得他们信心倍增。当他们

出现错误时，教师要体谅学生，态度和蔼、委婉地指

出错误，并多肯定他们取得的进步。这样，不仅树立

了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也让学生

感受到了成功的快乐。

在课后的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也要善于关注

学生的变化，当学生的某些个性化的思想、言论、行

为与以前有了进步时，总能从老师的眼神、语言和姿

势得到肯定和赞同；当学生出现消极情绪，甚至乖戾

行为时，不要一味的指责，主观评论，宜与学生进行

心灵互动，剖析病因，对症下药，帮助他重树信心。

#" 适宜的期待，树立明确的目标。教师对学生

的期望是一种信任、一种鼓励和一种爱，日积月累，

学生就会产生力量和信心，就能自觉努力地实现教

师所期望的目标。教师适时地对学生提出适度的期

望，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即对学生的期望切合

学生的实际情况。所谓适时，即选择恰当的时机。适

时适度给学生适宜的期望目标，让他们不断向着目

标前进，不断攀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写心得

体会，互通电子邮件、博客，谈心活动等方式适时地

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关注其思想变化，了解其对

课程内容的认识。经过相当时间的交流以后，教师

对学生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掌握，比如，学生的志趣，

性格，见识，成长历程等，就可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

式表达自己对学生的期待。当然，对学生的期待首

先应是善意的，期望学生健康成长；其次对学生的

期望应该有一定的理想成分，须经过努力才能达

到；其三对学生的期待不能脱离学生和社会的实

际，不能让学生感觉空落，甚至有些玩笑的意味。

$" 培养感情，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

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老师的品德或威

信甚至能决定学生学与不学、喜欢与讨厌某一学

科。因此沟通师生情感、达成师生间的双向理解十

分重要。在融洽的师生关系建立上，教师是矛盾的

主要方面，教师对学生的爱和教师的人格魅力很重

要。每个人都渴望别人的关爱。而老师的关爱，既有

师长的严格要求和无限关怀，又有朋友般的理解和

帮助，它是开启学生心扉的金钥匙。作为教师，关爱

每一位学生是其天职。孔子有句名言，叫做“有教无

类”，就是说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歧视。如果你

以一个欣赏者的身份看待自己的学生，你就会带着

积极的情感面对自己的教育对象，以更加积极的态

度关爱你的学生。教师要在课堂上以亲切、友好、大

方的教态及幽默风趣的语言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

习心理状态。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的人格形象好坏和

人格力量大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所讲内容的接受

程度、评价和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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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信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

三、“罗森塔尔效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成功运用的条件

就“罗森塔尔效应”本身而言，是以人为本、以生

为本作为教育价值理念，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相

互激发与激励的状态下实施的教育。在教育过程

中，是以信任、尊重、理解为先导，激发被教育者的主

观能动性和潜在的巨大能力或者是人的良知与自觉

性，从而让教育顺理成章地自然发生。同时，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的相互激发与相互激励乃至相互教育的

过程，也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成长的过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自身的思想教

育的性质——— 启发学生的政治自觉和道德觉悟，与

“罗森塔尔效应”有天然的适应性。在实施这一教育

过程中，对教育者是要有相当的要求的，不仅教育者

自身要有相当的素养，还要善于发现受教育者的闪

光点与实施教育的入口处，善于随时捕捉甚至是创

造这样的教育情境，信任、尊重、理解教育便潜移默

化地开始发挥其功效了，由此可以发现，“罗森塔尔

效应”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德高为

师，学高为范”，实施“罗森塔尔效应”教育的前提条

件是教师的素质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教育在公正、

公平的环境中进行。教育者的素质< 一方面要有敬

业精神，对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列夫·托尔斯泰认

为：如果一个教师仅仅热爱事业，那么他只能是一

个好教师，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与热爱学生结

合起来，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陶行知先生提出

“泛爱”教育的理论，认为教师不能只爱某个或某几

个学生，而应该“爱满天下”。“罗森塔尔效应”的实

施，关键在于教育者要有对教育事业和受教育者的

热爱，否则教育形式再多，教育效果也不一定就好，

这是教育的精髓。另一方面，教育者有较高的教育

教学才能。要求教师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

业知识、思想修养、教学技能。教育者能以平等的地

位去理解、感染、影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对教育者

产生认同并愿意与教育者沟通，形成真正的师生情

感，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形成互动效应，真正提高

教学质量。

#"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陶行知

曾说“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深刻揭示了教育

的针对性。特别重要的是要针对受教育者的思维。

每个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先天禀赋都基本相同，但他

们最后的成就都会大相径庭。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尊

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对学生的任何一个特长都要肯

定，帮助发展，而不能打消学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施教必须在遵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

大原则前提下，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济

条件、不同思想状况、不同个性特征学生的实际情况

展开教育，才能达到目的，产生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