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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班主任与学生谈话的思维与方法
张晶

大连长兴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国·辽宁大连

纵观中国教育，班主任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能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则是班主任能力重要
体现。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拟定教育性谈话内容的时候，时刻也不能忘记，你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是语言，你是通过
语言去打动学生的理智与心灵。”由此可见，教师与学生谈话的优劣与教育效果的好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教师
与学生谈话要有思维，更要讲究方法，使之成为学生前进道路上欢快的乐声、误入禁区的哨声、驱除苦闷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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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人云：“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

百万之师”。一个班主任，面对班上几十名学生，怎样才能

解决好学生的思想问题，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一代新人，方法是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经常性的

工作就是与学生谈话。俗话说：“药到病除，言至心开”。

通过谈话，学生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尽情述说个

人的思想感情、意见要求，反映自己的情况。谈话对于师生

之间沟通思想、交换意见、交流信息、解决矛盾、融洽感情、

增强信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有良好的谈话，就可以达到对学生教育

的目的了。工作实践表明，有的谈话收效甚微，就像春日里

不着边际的风，学生听了入耳不入心。而有的谈话则效果显

著，就像一把金钥匙，一下子就能打开学生心头的锁，能使

学生如临春风、如沐春雨。原因何在？谈话是一门学问，一

种艺术，是班主任教育学生最常用的教育手段。班主任在与

学生谈话前，首先要转变思维，以人的成长为出发点，分析

原因，变“说教”为“说服”，运用正确的谈话方法，与学

生交流思想和情感，“润物细无声”，效果必将“事半功倍”。

2 班主任思维

班主任思维，就是班主任在管理班级过程中的思考方

式。一般说来，处理学生的成长问题，需要界定问题的过程，

问题的重点和处理方式。从思维的角度来说，问题的过程需

要合理的思考，关注事情的整体过程，这是整体思维；问题

的重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需要以核心思维界定；问题的

处理方式是促进人成长的方式，这是人本思维的实践。

2.1 整体思维：成长问题处理的过程性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

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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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成长就是一个系统，需要我们从整

体的角度去认识学生的成长。分析问题，需要考虑问题的前

因和当下影响因素；处理问题，需要分阶段界定人的成长；

反思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成长过程。

亚里士多德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就是说，当

各部分以合理（有序）的结构形成整体的时候，它发挥的作

用将会超越原来的部分之和。就是我们思考学生成长，如果

能考虑到问题的更多影响因素和学生的未来发展，那就是整

体思维。

例如，笔者曾经从班级的多张照片、多份文字中发现，

学生小娜始终处于一种孤独无奈的状态。照片中，她总是直

愣愣地看着镜头，眼神里透着渴望、无助。文字中，总是流

露出一种悲伤。笔者明白，她在“求关注”，她迫切的需要

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这样的“求关注”的状态，我们该

如何解决呢？

常态思维认定，解决问题重在“点对点”。一个孩子“求

关注”，我们只要给“关注”，在教育行为和日常生活中，

多多给予孩子关注，那就可以了。但是，教育不仅仅停留

在学生的当下，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也不仅仅是目前的事。

教育是为了人的成长，一个人的成长是一生的事情，是系统

性的。

基于整体思维，我们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分析前期原因，

为什么会缺“关注”？建立转变过程，如何解决“关注”？

引领成长方向，“关注”之后如何发展？我们从背景、过程

和发展三个角度，帮助一个人成长，这就是成长的系统性，

也就是教育的整体思维。

第一个方面，分析“缺关注”的原因，从教育的四大

影响因素“社会、学校、家庭和自我”出发，其实可以选择

从“家庭教育方式”“此前经历的教育”“当下心理特征”

去思考。这是从背景的角度思考“缺关注”的心理动机。

第二个方面，建立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阶段建立包括“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师生关注”。

笔者分成了三个阶段，先实施“情感关注”，让她知道老师

对她是关爱的；其次实施“行为关注”，从方法的层面，寻

找可以操作的方式，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她；最后实施“梦

想关注”，从发展的方向，引领孩子有目标地前行，这是未

来成长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关注”之后如何发展，其实就是解决了“关

注”问题之后，让一个恢复了“正常而优秀”的孩子有一个

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孩子的未来，更是一个原本“待改变学

生”的成长动力。

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从“背景—过程—发展”对成

长问题的解决，对人的成长“过程性”界定，也是整体思维

的表现。

2.2 核心思维：成长问题处理的关键点

核心思维，它认为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决

定因素成为影响事情发展的关键点，它决定过程的运行和深

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就是影响因素中的关键点和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点，把握这些关键点，就可以决定教育过程的效

率。其实，影响一个问题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总有一个因素

是决定性的，它推动了问题；总有一个环节的选择是决定性

的，它影响了整个教育过程，决定了最终结果。所以，寻找

决定性因素和寻找决定性环节，是核心思维的关键行为 [1]。

我们重新回到小娜的案例。基于核心思维，我们需要

明白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小娜问题的关键因素；二是寻找决

定小娜成长过程的关键环节。

在分析小娜问题时，基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四

大因素。但是，社会起的作用很小，解决“缺关注”，我们

选择了“家庭”和“此前接受的教育”两个立足点。“家庭”

是关注的广度，家庭关注度不够会影响到小娜的“归属感”；

“此前接受的教育”是关注的深度，成长中教师和同伴的关

注缺失，会影响到小娜的“存在感”，二者的综合生成了小

林的“求关注”。

解决问题需要寻找决定成长的动力。在实践中，笔者

界定了三条路，从“情感关注—行为关注—梦想关注”，三

条路中，笔者将重点放在了“行为关注”之上，笔者一直认

为，真正能够帮助一个孩子实现成长愿望的，就是有效的方

法和合理的操作。学生“求关注”的关键点在于生活中能够

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注，在成长中能关注到成长的关键——

学业。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方面取得收获，才能真正的影响

她的行为，促进她的成长。于是，我们找到了影响一个人成

长的关键点，这就是核心思维的立足点 [2]。

2.3 人本思维：成长问题处理的主体性

人本思维，就是将“以人为本”转化为我们分析问题

的思维方式。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说，教育的根本

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教育中的“人本思维”，就是

把人当作主体，以人的成长作为教育的过程；把人当作目的，

为了人的成长实践教育行为；把人当作尺度，行为过程中尊

重人的人格。

如何以“人本思维”贯穿于学生的成长过程，并有效

地破解成长中的问题呢？我们回到小娜的案例中。人本思维

的三个维度，就是把人当作主体，把人当作目的，把人当作

尺度。关于小娜，把人当作主体，就是教育行为要专注于她

的成长过程。把人当作目的，就是要为小娜的未来发展确定

方向。把人当作尺度，就是在引领小娜成长的过程中，平等

沟通，陪伴成长。

“把小娜当作主体”，笔者寻找她成长的“闪光点”，

做了“微信展示—主题人物—小人书—大文章—大专著”五

个逐层递进的“闪光点序列”。分别是在朋友圈推送小娜的

人生格言，在班级主题人物评比中推荐她，为她做了一本关

于个人成长的小人书，一起为她写“小娜成长之路”的文章，

最后，还为她做了一本成长书——《角落里的眼睛》。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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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闪光点”逐层递进、持续提升，确立了主体，引领了成

长方向。

3 谈话方法

说教，比喻生硬枯燥地空谈理论，教训别人；说服，

用理由充分的话使对方信服。说教，用伤害、威胁、消耗、

勒索等方式强迫对方改变，让对方痛苦，让自己尴尬；而说

服能改变对方却不用造成伤害、让人变得更主动更积极。

3.1 说服的底层原理：反抗机制

黄执中老师在他的《说服课》中列举了威斯康辛大学

的威胁与自主实验，其结果表明人一旦进入反驳状态，脑中

会被小概率事件所盘踞。当我们与学生谈话时经常出现“你

必须、你应该、你再不好好读书……”这样的高威胁信息时，

反而无法让对方重视问题，只会激发他的反驳欲望，是谈话

进入僵局。如果把“你应该”改成“我需要”效果就会明显

不同，例如：这本来就是对方“应该”要做的事，本质是一

件事，并不是对方需要，而是你需要对方达成。说“我需要”

听起来好像很自私，但“你应该”是在避免内疚，而“我需要”

是在承认对方的权力，因此做应该的事情不加分，满足别人

需要才加分 [3]。

说教者经常会用这样的句式：“你为什么不肯去

做？”“要不要我亲自来陪你？”“你是不是有什么困

难？”“如果这么做了，会更好更舒服”“我觉得你应该不

是这种人，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这些话都会激起对方的

反抗心理，越交谈越抵触。相反点燃者句式则不同，如“你

怎么突然提起……了？”让对方为自己找理由，人不会为了

别人的理由而行动；“这理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让他

为自己的理由辩护，人们在心理上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没

想到，你是在意这种事的人”让对方重新定义他自己，每个

人都觉得内心深处有一个别人不了解的自己。

学会利用反抗机制。所有说服，本质上都是自我说服

不是“我”被说服，是“我”自己想通了。例如，早恋女生

说“渣男不放弃我，我就无法脱身”，此时如果你说“你怎

能因为喜欢就不想脱身”，她会罗列出不能脱身的理由也就

是男生的好，但如果你换种句式问“既然喜欢，何必脱身？”

激发反抗机制，女生会说出一堆男生的缺点。把“你为什么

会想无条件包容对方”换成“既然喜欢，为什么不能无条件

包容对方”道理是一样的，问的方向比内容更重要，不是找

个说服他的理由，而是找个让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其实很少

有人真正被说教改变。

3.2 说服的中层原理：倾听需求

班主任在和学生交谈的时候要倾听的是 。所

谓 'ABC就是情绪认知理论。这是心理学家埃利斯的观点。

A就是要听学生讲“发生了什么事情”，B就是“你是怎么

看待这件事情的？”，C就是“你当时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

怎样的？”。可能班主任会认为自己工作量大没有耐心听完

学生的心声，以自己的主观判断去跟学生交谈，学生有时候

感到非常的委屈，觉得班主任自顾自地说，根本不尊重自己，

根本就没有听到自己心里去，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辩

解，以至于学生对班主任有抵触和怨气，这更增加了班主任

工作的难度。

班主任需要做到的是积极地倾听、鼓励地倾听、接纳

地倾听、理解地倾听，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出现的问

题，帮助其真正解决问题。

为了使倾听更准确，其实还有一个技术就是观察，观

察语调、脸部表情、肢体形状与动作等。

3.3 说服的高层原理：共情技术

共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最看重和强调的，是影响

咨询进程和效果的关键的因素。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

共情是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并把有意义的信息传达

给当事人。具体来说指的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对方的感

受，并把这份感受传达给对方，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是关注、

接纳和理解，从而建立一份信任和支持，有利于双方信任、

尊重、理解关系的建立。

班主任在与学生谈话时如果能够运用共情技术，其语

言格式如：“你现在感到……，因为发生了……，而你认

为……。”“我知道你很委屈，你觉得老师冤枉你考试作

弊，你很气愤，我很理解你的感受。”等，则可以达到三个

目的：一是帮助班主任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去体验学生的感

受和想法；二是让学生感到自己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纳，

师生之间良好地沟通关系就会建立起来；三是运用这个谈话

技巧，班主任能很好地把自己内心的真诚、理解以及自己的

想法跟学生进行有效地交流，能比较巧妙地影响学生，使谈

话效果突出。

4 结语

教育是讲求方法的，却无定法。班主任要注意的是与

学生谈话不是横刀立马的批评，也不是一本正经地训人，而

是用与人为善的口吻，诚恳地、坦率地、实事求是地对学生

提出个人的看法。要能很好地运用这种方式，与学生谈话需

要班主任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准确地掌握学生

的心理特点。班主任本人则必须提高语言表达水平和应变能

力，以期在与学生“言来语去”的过程中能晓之以理、喻之

以义、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总之，

与学生谈话是一门艺术。艺术高，谈话效果就好，有时甚至

事半功倍；艺术低，谈话效果就差，有时甚至会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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