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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However,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usually affect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is	process.	These	barriers	originate	from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a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ir strategies,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and strategie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barrier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learning resul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otentia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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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师生之间的沟通已成为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心理障碍通常在
此过程中影响教与学的效果。这些障碍来源于个体心理特质，并受到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论文就师生
沟通中的心理障碍及其解决策略展开探讨，为理解和改善高校教学环境中的师生沟通提供了实用的视角和策略，通过综合
性的方法解决心理障碍问题，论证有效的师生沟通能够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效，以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和学生
潜力的全面发展，促进教育环境的改善，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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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生沟通作为高等教育环境中的核心活动，其效率和

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学成果和学生发展。随着教育形态的日益

多样化，师生间的沟通方式也在不断演变。尽管技术的进步

为师生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但心理障碍仍然是影响

沟通效果的重要因素。布鲁纳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强调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应当建立在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其认为，有效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问题解决、批

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过程。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沟通不仅包括语言上的交流，更涉及非言语信息的交

互 [1]。然而，心理障碍，如自信心缺失、焦虑和文化差异感

等常常成为沟通的障碍，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个人发展。

对于高校而言，创建支持性的教学环境，其包括有效

的沟通策略和技巧，研究表明，教师的沟通风格和策略能显

著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满意度。但面对多元化和技术化的

教育环境，高校需更深入地探讨和实施针对性的策略以优化

师生沟通，其包括了解和应对教师和学生的心理需求，设计

包容性强和互动性高的教学活动及利用现代技术工具来克

服传统沟通的局限 [2]。因此，论文就高校教学环境中师生沟

通的心理障碍与解决方案展开研究，以期望在高等教育的复

杂环境中实现更有效的师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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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 

2.1 师生沟通的定义 
师生沟通是高等教育中多维度且复杂的互动过程，涉

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和情感的交换。这种交流包括知识

和信息的传递，更广泛地涉及情感、价值观和期望的共享。

教育心理学中，师生沟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

验，因此，其是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从广义上讲，师生沟

通包括课堂上的直接对话，也涵盖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学习

平台和非正式场合的交流。有效的师生沟通应建立在相互尊

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探索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其

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过程，更是动态的互动过程，需要教

师和学生共同努力，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实现深入的理

解和意义的共建 [3]。

2.2 高校教学环境的特殊性
高校教学环境的特殊性在于其对知识创新和学术探索

的强烈需求。教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更是复杂的知识

生产和思想交流的场所。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高校

教学环境促使师生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知识体系中适应和创

新。如现代高等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

要求教师不仅传授固定的学科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探索未知

领域，挑战传统观念。另外，由于全球化的影响，现代高校

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经济背景，为教学带来了

丰富性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需要克

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和沟通障碍 [4]，确保所有学生都能

在课堂上发声和被理解，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学生的文化背景

和个人经验。

3 师生沟通中的心理障碍类型 

3.1 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涉及教师与学生在知识理解、信息处理和意

义构建上的差异。认知障碍的核心在于双方在知识接收和处

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这种偏差往往导致信息的误解或曲

解，影响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认知障碍表现为知识背景和

先验知识的差异。学生的学习背景广泛多样，不同学生对相

同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不同学术

背景的学生会对特定概念的基本理解发生不同，这种差异会

导致在更复杂的知识探讨中产生理解上的障碍。部分学生会

偏好通过图像和示意图来学习新知识，而另一些学生则更倾

向于文字和语言的解释。如果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兼顾这些

差异，就会导致部分学生感到信息难以理解或不易接受。

3.2 情感障碍 
情感障碍涉及情绪状态和情感态度对沟通效率的影响，

这种障碍能够减少信息的有效传递，并损害师生关系，影响

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教师的教学热情。一方面，情感障碍通常

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不匹配，如教师的教学风格与学

生的情感需求之间存在差异。严格和权威的教学风格会使需

要鼓励和支持的学生感到压抑和焦虑，从而阻碍了他们在课

堂上的表现和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情感障碍可以源于学生

的自尊心受损、压力过大或情绪波动等个体内部的情绪问

题。这些内部情绪状态可以深刻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

为，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抵触或消极态度。如压力过

大的学生会在课堂上显得心不在焉或者消极怠工，无法有效

地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互动。

3.3 行为障碍
高校教学环境中行为障碍涉及学生和教师在行为表现上

的不适应性或不当行为，这些行为会阻碍有效的沟通并影响

教学和学习的质量。行为障碍通常根源于多种因素，包括个

体的心理状态、教学环境的影响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模式。

如充满压力和竞争的学习环境会促使学生采取防御性或攻击

性的行为，如对教师指示的抵触或对同学的不友好竞争。行

为障碍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互动方式直接相关。如果教学内

容单一、缺乏互动或不符合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兴趣，学生表

现出缺乏兴趣或参与度，从而在行为上表现为消极怠工或注

意力不集中 [5]。这减少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在学生中产生广

泛的不满情绪，影响他们的整体学习动机和教育体验。

4 心理障碍的成因分析

4.1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主要涉及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征、心理素质。

开放性、责任感、自尊心以及对压力的敏感度等个性特征对

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模式具有显著影响。如自尊心较低的

学生在课堂上较少发言或提问，担心自己的问题显得愚蠢或

不重要，这种心理障碍阻碍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和主动性。同

样，教师的个性特征也会影响他们的教学风格和与学生的互

动方式。另外，具备高度心理韧性的学生能够更有效地应对

这些挑战，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沟通。相反，那些

在心理素质上较为脆弱的学生因无法妥善处理学习中的压

力而退缩或产生消极情绪，这些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与

教师的沟通和学习效果。

4.2 环境因素 
教室的大小、光线、声音和座位布局等物理环境的配

置对学生的注意力、参与度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都有深刻影

响。如过于拥挤的教室会导致学生感到不适，分散注意力，

限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同时，不良的光照和噪声

水平会引起学生的不适，影响其学习效率。这些物理条件影

响信息的接收效率，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另外，校园文化、

教育政策和社会期待等社会文化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

了学生和教师的心理预期和行为。校园文化中对竞争或合作

的强调不同，可以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心理健康 [6]。

5 心理障碍对师生沟通的影响 

5.1 教学效果的影响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焦虑、自信心不足或对教师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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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的抵触情绪等心理障碍都会影响其学习效率。焦虑会

导致学生在考试和表现场合过度紧张，无法正常发挥，甚至

在日常学习中也可能因为担心失败而无法集中注意力或有

效地吸收新知识。而自信心不足的学生则不敢在课堂上提问

或表达自己的观点，害怕被评价为错误或愚蠢，这限制了他

们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影响了教师对学生理解程度的准确评

估。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需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以适应

学生的心理状态，如果教师未能正确识别并应对学生的心理

障碍，会采用过度严厉或过于宽松等不恰当的教学方法，这

都会导致学生的学习动机下降或行为问题加剧。

5.2 师生关系的影响 
心理障碍对师生关系的影响表现在沟通的有效性和关

系的质量上，也进一步决定了教学环境的协调性和学习过程

的顺利性。一方面，心理障碍如不信任感、恐惧或误解可以

在师生之间形成情感隔阂。如果学生因为过往的负面经历而

对教师持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会对教师的意图和指导持怀

疑态度，不愿意开放心扉，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这种心

理状态限制了教师对学生个性和需求的理解，阻碍了教师提

供个性化指导的能力。另一方面，心理障碍会导致师生之间

的互动模式固化为负面循环。当学生的心理障碍未被有效识

别和处理时，他们的行为会引起教师的误解或反感，这种误

解会激发教师采取更为严厉或冷漠的教学态度，进一步加剧

学生的心理障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5.3 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心理障碍如焦虑、抑郁和压力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情

绪状态和行为表现。长期处于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学生经历

情绪波动、注意力分散以及学习动力下降等现象。持续的焦

虑会导致学生在考试和重要学术场合表现不佳，不仅影响当

下的学业成绩，还会降低其未来追求高层次学术或职业目标

的信心。同时，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影响学生的睡眠质量和生

活质量，进一步加剧心理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心理

障碍会影响学生的自我认知，学生如果在教学环境中经常遭

遇失败或感受到与他人的能力差距，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

疑，进而影响其在学术和社交活动中的表现。

6 解决师生沟通心理障碍的策略 

6.1 提升教师的沟通技巧
提升教师的沟通技巧涉及教师在语言表达上的技巧，

更包括非语言交流和情感交流的能力。有效的语言沟通技巧

包括能够清晰、准确且适当地表达思想和知识点，使学生能

够无障碍地理解课堂内容。教师应学会使用具体且直接的语

言来阐述复杂的概念，避免使用过于抽象或专业化的术语，

除非确信所有学生都能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另外，教师的

非语言沟通技巧包括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目光接触以及语

调的使用，这些非语言元素可以大幅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帮助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和尊重。

6.2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学习和个人发展的关

键，这种关系的建立依赖于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核心在

于创建互信和积极互动的教学氛围。具体而言，教师需要展

现出对学生个体差异的深刻理解和尊重。这涉及对学生学术

能力的认识，更包括对其背景、兴趣和学习风格的全面了解。

通过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更有效地满足不同学生的

学习需求，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另外，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需要教师在情感层面上的投入。这意味着教师不仅

是学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情感支持的提供者。此过程

中，教师应当展示出真诚的关心和正面的情感反馈，以鼓励

学生在学术和个人成长上都能取得进步。

6.3 改善教学环境 
物理环境的优化是改善教学环境的基础，包括教室的

设计、设备的现代化以及整体学习空间的舒适度。实践中，

教室的布局应支持多种教学活动，如小组讨论、演示和传统

讲授，使空间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教学需求。同时，良好的

光照、适宜的温度和噪声控制都是创造优良学习环境的关键

因素。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如智能黑板和多媒体系统可以增强

教学的互动性和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信息的传递更为高效和

吸引人。心理环境的改善则应建立积极、支持和包容的学习

氛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安全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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