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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8B_E6_AD_A3_E7_c38_60843.htm 教育观念的范围非常

广，其中有些观念的树立与教师心理健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比如说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教育有

其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之分。教育的本体功能包括加速年轻

一代身心发展与社会化进程──培养人的功能，人类精神文

明的传递与继承──社会遗传的功能，经验和人才的选择─

─科学筛选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教育的经济功能、

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人口功能。作为一名教师

，要树立这样一个信念：教育的根本价值以及终极目的，是

为年轻一代身心健康发展服务，是为年轻一代终身的幸福服

务。因而，衡量学校教育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标志是，能否让

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衡量教师工作是

否卓有成效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能否让学生在你的班里感到

幸福、快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在与

学生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又比如教育的质

量观和人才观。我们许多校长和教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

受到的强大的精神压力，源自于学校的办学质量，特别是升

学率、重点大学上线率、统考名次、平均分和优秀率等，这

些指标常常搞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终年处于一种紧张与焦

虑当中。假如我们能够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和人才观，我们面

前就会出现一片崭新的天地。再如学生观。学校里最普遍、

最经常、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师生关系。教师每天面对最多

的人是学生，而很多教师感到最苦恼的事是学生难教，特别



是淘气学生、违纪学生、学习落后学生等，常常为他们累得

心力交瘁，被他们气得七窍生烟。那么假如我们尝试着改变

一下学生观，情况是否会好一点呢？对学生观的表述五花八

门，记得有篇文章题为《把童年还给学生》，文中有三个小

标题：一是“把学生当人”，二是“把孩子当孩子”，三是

“把学生当学生”。第一，把学生当人！学生既然是人，就

有人格的尊严，就有尊重和自尊的需要，就要求教师把他们

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来对待。既然学生是人，那就有差异

，十个指头有长短，世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而

每一个学生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要承认这

种差异，欣然接受这种差异，既允许学生冒尖，也允许学生

落后；既鼓励学生的进步，也容忍学生的退步；学习成绩好

的学生是可爱的，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也是可爱的⋯⋯第二

，把孩子当孩子！学生是人，但这种“人”不是“大人”，

而是“小人”，是未成年人，即使是高中学生，长得比教师

高大，但他还是“小人”。“小人”和“大人”眼里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蹲下来看学生”，“蹲下来与学生说

话”，要试着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你就会发现孩子

眼里的世界和我们眼里的世界不一样，你就能学会理解孩子

，就会知道，孩子们犯的错误，常常是“美丽的错误”，是

成长中的必然。我们诚然能蹲下来，用学生的眼光去审视很

多东西，这样，见了学生流鼻涕，便不会斥之为“不讲卫生

”；见学生弄脏了只穿了一天的衣服，便不会斥之为“邋遢

”；见了男孩子把毛毛虫放在女同学的衣领里，把癞蛤蟆放

在教师讲台上，就不会斥之为“顽劣”；他们到邻居树上偷

果子吃，便不会斥之为“小偷小摸”，因为他们到底是孩子



！第三，把学生当学生！把学生当人也好，把孩子当孩子也

好，但是学生到底是学生，他们是我们的教育对象和服务对

象，我们不能放弃教育的责任，我们要对他们的德、智、体

、美、劳各方面的发展全面负责，不仅要对他们今天的成长

负责，而且要为他们明天的幸福负责。笔者认为，这三个观

点，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教师应该树立的学生观

。假如有了这样理智的、宽容的观念和信念，我们一定可以

大大地减少来自学生方面的心理压力，使自己的情绪更平和

，身心更健康。但是在与广大中小学教师交往过程中，他们

常常抱怨：尊重学生我们能做到，爱护学生我们也能做得到

，可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各界、学生家长都在虎视眈

眈地盯着学生的考试卷和成绩单，等着我们拿出成绩来，拿

出考试名次来，拿出升学率来，拿出重点大学的上线率来，

可是学生有的不好好学，有的拼死拼活也学不好，叫我们怎

么办？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个问题不解决，哪

来的幸福和快乐可言？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学科教师无

一能幸免。可是要想得很明白，这世界上有的事情是我们能

控制的，而有的事情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你非要去控

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那只能是自寻烦恼。我们应该尊重

学生，热爱学生，想方设法运用一切手段让学生学好一点，

多学一点，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在我们这样做了以后，还有

学生不爱学，还有学生学不好，那我们也就仁至义尽，无怨

无悔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使我们感到欣慰的

。为了使自己能够悦纳学生，心平气和地微笑着面对每一个

学生，笔者在长期的中小学教师培训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中，

逐步形成了以下三个学生观，也许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心理调



节。第一个观点：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可以教好的。世界人

口的IQ（智商）分布表明，95%以上的人IQ是正常的。而智

商正常是圆满完成学习任务的必要条件。只要有良好的环境

和教育，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那

么我们面前的绝大多数学生是可以成为好学生的，学习困难

的学生也是如此。心理学上的罗森塔尔效应以及一些类似的

实验充分证实了这一点。1968年，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

布森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对美国一所小学1至6年级学生进行

了一次“预测未来发展测验”（实为智力测验）。临走前交

给校长一份名单，告诉他名单上的80个人是“未来的花朵”

，有很大的“学业冲刺”潜力，并嘱咐要对名单保密。8个月

后，罗森塔尔重返该校对全部学生进行一次同样的测验，结

果发现，名单上的人（即实验组）果真在智力上比其他学生

有更大的提高，有一些简直出类拔萃。校长对心理学家的预

测佩服得五体投地，而罗森塔尔未知可否地笑了笑。原来那

些所谓“未来的花朵”根本不是根据智力测验的结果筛选出

来的，而是心理学家信手随机抽取的。当然有部分学生本来

智力就不错，但其中大部分学生原本智力平平，并无过人之

处。为什么他们会获得比别人大得多的进步呢？研究者认为

，校长对心理学家的预言深信不疑，对这些“未来的花朵”

抱有期望，并且不顾心理学家的保密要求，有意无意地将这

种信息传递给教师；教师又通过各种态度、表情、行为等体

态语言，将这种暗含的期待微妙地传递给学生，其中包括更

多的关心、鼓励、提问、辅导，当这些学生获得期望的信息

后，也会产生激励效应，于是更加信赖教师，积极行动起来

并给教师以反馈，教师越是见到这种反应，越是会把自己的



感情及所期望的特性投射（移情）到学生身上，感到他们更

加顺眼可爱，于是激起更大的教育热情。这样，教师教得有

信心，学生学得有信心，教和学两方面的智力活动都进入最

佳状态，这些“未来的花朵”取得进步是理所当然的。罗森

塔尔的实验给我们两个启示：（1）教师的期望、信心是不可

忽视的教育因素，它可以改善师生关系，激活教育对象的学

习动机，造成戏剧性的效果；（2）绝大多数学生是可以教好

的，学习暂时后进的学生也是可能教好的，关键在于教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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