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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师生关系扭曲变异的
现实透视与理性诉求

彭　杰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师生关系是学校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对关系,它不仅是一种教育教学关系,更是一

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教师生命主体与学生生命主体共存、共在、共同发展的关系.师生关系的状况关

系到教育教学能否顺利开展,进而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的好坏.然而,近年来中小学师生关系紧张、冲突的案

例却屡见不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师生关系紧张、冲突的具体案例对中小学师生关系的扭曲变异

进行现实透视,发现中小学师生关系的扭曲变异主要表现为———亵渎生命、互不尊重、情感淡漠等;从理性主

义、教育功利化、教师权威、学生权利等多个维度对中小学师生关系的扭曲变异进行分析,并呼吁师生关系回

到原点———生命;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良好师生关系的理性诉求,即存在意义上相互依存、人格意义上相互尊

重、过程意义上精神相遇、情感意义上相互理解与关怀、生命意义上相互珍爱.

关键词:中小学;师生关系;扭曲变异;现实透视;理性诉求

中图分类号:G４５６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８１２９(２０１５)０４Ｇ００４１Ｇ１０

师生关系是在学校教育中,师生双方为完成教育目标,以信任、关心、尊重为前提而形成的具有

教育意义的人际关系.它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教学关系,更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１].师生

关系是学校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关键的一对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有效教学、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的重要前提,是改善师生生存状态的基本保障,是提升师生生命价值的重要条件,它为师生

间的精神交流与濡染开辟渠道、为师生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提供保障,进而为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与

融合提供了有效路径,引领师生追求崭新的生命意义.
然而在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师生关系的紧张、抵触、冲突不断,给师生都造成了巨大的

工作、学习和精神压力,教师的自我发展遇到了障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也遭遇重重阻力.以上

问题主要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更缺少精神层面的濡染,很少站在对方的立

场来考虑问题;教师通常不是同学生相平等的成员,而是一种凌驾于学生集体之上的统治力量[２],
师生渐渐疏离、产生隔阂导致师生间情感淡漠;教师以一种极端的手段惩戒学生,伤害了学生心灵,
而学生组织成小群体对抗教师、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等,致使教师也产生了严重的职业倦怠;更有甚

者双方发生暴力冲突,教师假借权威之名打骂学生,情况严重的甚至使学生致残、致死,而学生因教

师的批评而伺机报复,不仅使双方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导致对生命的亵渎甚至摧残.
为何原本纯洁、质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扭曲、变异,背离了其固有的意蕴和发展轨迹? 为何民

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构困难重重? 究竟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本文拟从中

小学师生关系的现实困境入手,从理性主义、教育功利化、教师权威、学生权利等多个角度对中小学

师生关系的扭曲变异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理性建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Ｇ０５Ｇ１８
作者简介:彭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一、中小学师生关系扭曲变异的现实透视

师生关系,作为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在相互认知、情感交流和互动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

际关系,是师生共同面对知识、共享人类文化、共感人格魅力、共悟精神价值、共品生命意义、共历生

命发展的关系.然而,目前我国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现状却令人堪忧,出现了某些师生关系扭曲异化

的现象,如情感淡漠、互不尊重、亵渎生命等.
(一)隔阂、疏离———情感淡漠

实例一:
批改一则学生日记,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清晨,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眼睛含笑　　＋２分

晨会表扬同学时诚恳真挚　　　　　　＋２分

课堂上耐心启发后进生　　　　　　　＋３分

午睡时为同学们关好门窗　　　　　　＋２分


讲试题时发火一次　　　　　　　　　－３分

走廊内同学问好时老师神情冷漠　　　－３分

同学们反映作业太多时老师不予理睬　－２分

加加减减,今天老师爱我们得　　　　 ＋４分

初看这 段 话 时,不 禁 为 学 生 幽 默 的 加 加 减 减 而 好 笑,然 而,笑 还 挂 在 嘴 边,我 却 陷 入 了 沉

思:自以为是“１０”分爱学生的,但在如此平凡的一天中,我的爱在学生眼里居然只能得４分!
记得一位刚毕业的新老师抱怨说:“我也注意摸摸学生的头,替他们整整衣领,可他们却

说———老师,在您的眼里我们感觉不到真诚.”[３]

实例二:
一项对云南小学师生关系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２９％的学生认为老师常和学生争吵;２８％的学

生认为老师向家长告状;３２％的学生害怕且反感老师;５４％的学生总担心出错,怕老师批评;２４％的

学生不喜欢上所有老师的课;１８％的学生认为老师对学生不公平;３６％的学生认为老师经常无缘无

故地发脾气;２７％的学生不愿与老师接触;２２％的学生认为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不喜欢他;２９％的

学生认为老师只关心学习好的学生[４].
实例三:
徐学俊等２００４年在湖北地区对中小学生就“中学生与教师一般处于什么关系状态之中”的调

查结果显示:有１５．９％的学生认为自己和教师之间存在隔膜;３４．４％的学生认为自己和教师之间的

关系非常平淡;１３．６％的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矛盾[５].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由于对儿童情感的不尊重,而这种情感绝大部分是纯洁的、高尚的,儿童

就开始疏远教育者,把自己封闭起来,常常令许多冷漠的教师诧异那种执拗、任性,也是因此而产生

的,当看到孩子做什么事情故意让大人生气,违反大人的要求时,就应该想到,孩子的情感被践

踏了.”[６]

教师一般很少深入了解儿童的思想、体验他们的情感,与他们共“患难”,这可能导致儿童产生

“我们不在同一场域”的观念,不愿敞开心扉与教师交流;另一方面,儿童也不能够理解教师的有些

做法是为了学生发展着想,师生间渐渐疏离,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在平淡与隔膜的背后反映出

的是师生间仍存在较大的“心理距离”,“你”与“我”平等地位意识的淡薄,师生间缺少的是一种“情
义”(“情义”能引起双方的共鸣)、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意识和能力、一种对彼此的谅解与关

怀,这同时也是师生间互不信任的体现,而导致的后果则是师生间情感的淡漠,原本亦师亦友的师

生关系被异化为管制与服从的关系.



师生之间的隔阂,造成了师生关系疏离,阻碍了师生间的正常沟通与交流,虽然基本上是处于

隐性状态,即师生间一般不会发生正面抵触和矛盾,但若不给予重视,很可能演变为显性的冲突,甚
至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二)抵触、敌对———互不尊重

实例四:
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广州黄埔区一名只有９岁的小学生遭到老师当众扇耳光的体罚,并被罚用

小刀割手指[７].
实例五:
湖南省娄底市一中英语教师谭胜军在教室给学生下跪.据了解,谭老师上课时,两名同学在下

五子棋,教师上前制止未果,其中一名学生竟反过来抢走教师手中的教鞭,对教师动起手来.事后,
该生在班主任要求下,毫无诚意地向谭老师道歉,谭老师却出人意料地下跪,称以此来唤醒孩子们

好好学习[８].
何谓“人”,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什么,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等一系列问题是困扰和影响当前师

生关系的重要问题.人是有尊严的生命体,他(她)不仅仅是一种肉体的物质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

的、生命的存在;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都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师生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每
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人格尊严.

人格在法律意义上是做人的资格,同时也是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风格,它指向人整体的精神面貌.教师有权因学生的过错教育学生,然而却无权对学生进

行体罚和侮辱学生的人格,虽然教师在学识、阅历等方面优于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拥有对学

生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控制权,也并不代表教师可以任意处置学生;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的爱应该是

在尊重、体谅学生的基础上的爱,同时也应该是在尊重自我的基础上的爱.当对学生的爱脱离了

“自重”与“尊重”的根基时,爱就可能变成无形的束缚和负担.
(三)冲突、暴力———亵渎生命

实例六:
浙江省缙云县舒洪镇盘溪中学的一名学生由于逃课害怕女教师家访被家长知道,于是就骗老

师说父母在山上干活,然后将老师带到山上,在山上无人之处将老师推下悬崖,当他发现女教师还

没有死时,就选择用绳索把她活活勒死在经历了整个作案过程以后,该学生居然还装作若无其

事地照常回校上课[９].
实例七:
陕西黄陵县田在镇中心小学教师葛小侠,因学生葛某没带«数学天天练»,便当即抽其两耳光,

然后将其踢倒,再让全班２８名男生每人抽葛某１０教鞭,并规定谁抽得重便表扬谁,抽得轻要受１０
棒的惩罚.４０多分钟的无情棒,打得葛某小便失禁,休学在家[７].

生命何其珍贵,为何还有学生屡屡自残生命? 为何常常有学生因教师的批评而报复教师、教师

因学生犯错误而体罚学生致残致死的悲剧见诸报端? 难道说对自身处境的失落、无奈、痛苦超越了

生命带给他们的幸福与希望? 还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我们的教育在培养人的同时却也在

无形之中伤害了“人”.
教育实质上是教师与学生生命之间不断交流、对话与融合的过程,是共历生命成长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师生产生对生命的敬畏意识,同时师生的生命价值也得以提升.然而,我们的教育似乎正

在变得越来越外在化和空心化,越来越离开人的内心世界和活生生的生命,导致师生双方对生命价

值的蔑视和对生命本身的亵渎.师生关系是生命与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存在是形成师生关系的首

要条件,因此师生理应敬畏生命、珍爱并呵护彼此的生命.
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我国中小学师生关系从理解关怀到冷漠敌对、从“亦师亦友”到殴打学生、

从尊师重道到弑杀教师的不正常状态,表明原本纯洁美好的师生关系开始扭曲和变异,背离了师生



关系的本质.

二、中小学师生关系扭曲变异的归因分析

当前中小学师生关系的扭曲和变异看似只是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问题,或是在教育教学管

理中发生的问题,但这些表面现象背后却存在着深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理性主义的影响

启蒙运动彰显了人的理性,近代理性主义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注重逻辑推理,崇尚科学,坚信知

识即力量.同时,近代理性主义也日益从自然科学领域向外扩张,并迅速席卷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科学理性的发展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和追逐,
其本身并无可厚非.因为理性指导我们发现了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但却忘却了人

不仅仅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更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被冷冰冰的理性所辖制而忘却了自身

还是一种情感性存在,在冰冷的理性主义影响下导致了人的情感荒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近代

理性主义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在师生关系问题上进一步凸显.

１ 师生被物化导致情感的消解

教育活动和现象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理性主义的机械和僵化导致教育活动和现象的丰

富多彩性被消解.当理性主义普遍用于学校教育之中时,其必然结果便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

紧张,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灌输与被灌输、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１],而忘却了作为人格独立的

人应给予和享受的尊重,师生间因缺乏理解、尊重、关怀和共同体验,造成了彼此的陌生感和疏离.
教师的权威随着理性主义的泛滥而被强化,学校成为“教育产品”的加工厂,教育以“流水线”的模式

进行着,学生被异化为“学校的商品、教师的作品”,师生关系因缺乏相互的交流、沟通逐渐疏离.在

学校管理者眼里,师生均是目标实现的附件,在学校理性化的管理系统中,师生的情感、意志都统统

被削减为零[１０].随着师生情感、意志的消解,师生关系也出现了淡漠、疏离甚至抵触.因此,师生

便和学校里一切物质的存在一起成为无生命的存在.

２ 知识被异化为工具

科学理性坚信知识的力量.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权

力的观念深入人心,谁掌握知识谁就握有政治、经济、知识的话语权[１１].在此影响下,人的知识价

值观误入迷途:对人本身和知识本身的尊重被异化为对知识的无限崇拜.知识在极大丰富人类精

神世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极度空虚、紧张、焦虑、无奈、冷漠和“无根感”,知识本身被异化

为单纯的目的性工具.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在为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技能做准备.教师按照培养

目标、教学目标、教材的逻辑顺序将知识系统地传输给学生,却忽视了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实际需

求和兴趣所在.由于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总是在被动地学习,没有在教师期望学生学

习的知识和学生自己的经验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连接,这样学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内化这些知识.
因此学生可能会产生厌学情绪,进而对教师、学习、学校产生不适或恐惧,师生关系则会在知识至上

的重压下渐渐疏离,师生之间则会出现情感荒漠甚至情感冲突.
另外,教学过程被当作认知过程.知识的学习与获得成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最重要的任务.

学生认识知识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获取关于事物本身的客观知识[１２],从而希望这种客观

知识能为未来的生活提供某种帮助.而教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种客观的、普遍的

知识.师生之间除了讨论和授受知识以外,很少进行其他方面的沟通,甚至有的科任教师和学生之

间根本不涉及任何其他的交流,如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兴趣爱好、心理感受等.这种以客观知识传

授为根本的师生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关系,而不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对话的关系.

３ 教师的教育观、学生观的扭曲

师生都被物化的同时,部分教师的学生观也发生相应的扭曲.在他们的观念中教育目的不是

提升学生自身生命的价值和使学生身心健康地全面发展,而是单纯地追求知识等外铄的目的.这



势必会影响师生关系并产生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把学生作为鲜活的、有不同面向和发展可能

性的生命来对待和尊重,学生在他们眼中被异化为“符号”.
教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交往、沟通、精神相容的活动,其一切意义、价值都在交往和沟通中生

成.如果教育过程中师生任何一方丧失了交往、沟通的意愿和倾向,真正的教育活动就不能够发

生,教育效果也就无从谈起,进而使教育丧失其本质.
(二)功利主义的影响

自工业革命以来,理性逐渐成为一种与科技相结合,控制社会和追逐利益的工具[１３],并逐渐扩

展到社会各个领域,支配和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与观念.这种理性也逐渐被异化为工具理性.工具

理性遵从功利性原则,即追求实用性和效益最大化,这在一定意义上无可厚非,但当其成为指导人

们一切行为的唯一标准时,则会引起无法想象的悲哀.功利性原则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的各个

方面,培养人的教育也未能幸免.教育成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以及满足个人的目标和欲

望的一条有效途径.教育的功利化趋向明显[１４].
功利主义教育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教育的功效和利益,以一种外在于教育的价值作为

教育评价的标准.因此,功利主义教育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成为经济的附庸,成为实利下贱的

“使女”,成为追逐欲望的工具[１５].
教育的功利化带来了师生关系的功利化.功利主义教育在使知识异化为改变命运的工具的同

时,也使其自身以及师生被异化为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教师成为传授知识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

知识的工具,师生之间存在着的是工具关系,而并非生命与生命的关系,导致教育本真的迷失,缺乏

对人性及生命应有的关怀.
从教师的角度看,教育的目的就是追求“高平均分”、“高升学率”[１４],从而实现自己顺利通过考

评和晋级、评职、加薪的目的.教师把提高班级成绩列为首要目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指向最后

的考试成绩,很少关注到自身及学生的生命成长.为了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他
们可以不顾学生的理解与接受能力;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有高分数、高升学率,他们可以罔顾上级

教育部门的三令五申,私自加大学生的课业负担,实施各种形式的“题海战术”.这不仅使教师自己

长期承载超负荷的工作,以致身心疲惫,产生职业倦怠,更导致很多学生厌学、恨师.
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回报———“找好工作”、“挣大钱”、“当大

官”、“跳龙门”、“出人头地”、“改变命运”[１４]等等.教师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长者,而仅仅是“闻
道在先”能为自己的追求提供条件的人,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也日益淡漠.因此,在面对教师对自己

的教导时,少了几分感激之情,而多了一些不耐烦.当教师的教诲触及学生某些软肋时,心理承受

能力差的学生就会公然与教师叫板,甚至做出危害教师生命安全的行为.
由此,教育成了教师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工具,成了学生改变自身处境、提升个人价值

的工具[１４].师生关系也被异化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工具关系.这种工具关系是机械的、冷冰冰

的、无“人”的关系,它进一步催化了师生关系的扭曲.
(三)生命关怀的缺失

教育的最核心目的在于育人,人是一种生命性和精神性存在,人的有限生命可以拥有无限的发

展空间,所以教育应该关注师生生命的价值、关注师生精神的呼唤与渴望,促进师生生命意义成长

和精神发展.
然而,现代学校教育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外在化和空心化,越来越离开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活

生生的生命[１６],缺乏对生命的整体关怀和引导,丧失了生命的生活本性,给生命的发展带来了不少

的伤害[１７].随着人的物化,生命也随之物化,不是被当作目的来尊重和看待的,而是被当作一种手

段,生命成为财富、权力等功利化目的的工具,被人们无限制的欲望所奴役,功利化的物的价值超越

了生命和精神的价值.在功利主义无尽的诱惑前,当前的学校教育过度追求效益和利益,把学生培

养成了单向度的人,学生的生活被简单化和抽象化,同时也使生命价值出现了片面化倾向,学生的



主要任务是学习课本知识,进而缺乏对生命的积极体验和生命丰富多彩的感悟,原本幸福、愉快的

学习生活,现在却成了学生恐惧、痛苦、挫折和失意的源头.当学生所体验到的失意、挫折、痛苦以

及学生对学习的恐惧超过其心理和精神的承受能力时就可能会产生自暴自弃、封闭自我、敌视教师

甚至自杀等极端的行为.
(四)学生权利的泛滥与个性的过度张扬

１ 学生权利的泛滥

传统教育强调教师中心,现代教育打破教师中心论,强调一切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尊重学

生的成长规律、兴趣爱好、个性、自由、理想、人格等,强调学生民主、师生权利平等.在要求师生平

等时,却忘却了师生在何种意义和层面上的平等,学生直呼教师姓名、给教师起绰号的现象屡见不

鲜,学生权利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同时也出现了权利泛滥的倾向.
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的今天,有的学生只看重自己的权利,而不理会

教师的教诲.他们极度膨胀、错误的权利意识导致了与教师的对立:只要教师管教我、不给我自由,
我就可以站起来和教师对抗,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把它看作是“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给学生

自由”赋予的应有权利.学生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动辄便以告校长来威胁教师.教师同样有苦难

言,跟学生走得太近、太亲密,学生可能会不尊重教师,进而可能导致教师不能正常教学;与学生走

得太远,保持教师的“架子”,师生间会产生一定的心理距离,不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教
师因此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这种错误的权利意识致使学生维权意识的过度敏感,自身的权利成了不可碰触的警戒线,导致学

生权利的泛滥,教师反倒成了“弱势群体”,教师“别说打了,话稍微说重点也会招来投诉,老师太难做

了”由于缺乏制约学生的有效手段,学生肆无忌惮,权利意识泛滥,导致很多教师无法掌握“管与

不管”的尺度,而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教育这一“价值引导的事业”进入了“放养”的悲哀状态.

２ 学生个性的过度张扬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代家庭形态基本都是核心家庭,独生子女成为时代的印记,每
家只有一个孩子,“４＋２＋１”的家庭模式使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是家里的“皇帝”或“公主”,一切以

其为中心,家长的过度呵护和疼爱、娇惯与纵容,不仅使他们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而且心理承受能力

很差,自尊心极度膨胀、个性过度张扬,说不得、骂不得更打不得,不能吃一点亏、受一点气.
学生的个性过度张扬的同时也被异化,个性成为“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看谁脾气大、谁能

难倒老师甚至气哭老师”的象征.学生片面地追求所谓的个性发展、天性解放.他们以为与老师公

开叫板的反叛就是个性,以为完全放任自己的缺点就是天性解放;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人、理解他人

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更不懂得以礼待人,高傲得以为自己是“上帝”;他们对教师的谆谆教导不仅

不知道感激,反而还视为对自己自由的干涉而耿耿于怀.学生个性的异化也给师生关系制造了诸

多问题,影响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五)教师权威的泛化与专业伦理的错位

１ 教师权威的泛化

根据美国学者克利夫顿(R．A．Clifton)和罗伯兹(L．W．Roberts)以韦伯的权威理论为基础对

教师权威进行的研究,教师权威包括四个层面———传统的权威、法定的权威、人格感召的权威、专业

的权威,前两者源于教育制度,统称为教师的制度权威;后两者源于教师的个人因素,统称教师的个

人权威[１８].从传统的权威因素来看,教师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古以来形成的社会对教师形象的文

化、舆论、评价和教师的社会地位有关;从法定的教师权威因素来说,教师会因其代表着一系列教育领

域中的制度、规则而获得权威;从人格感召的教师权威因素来说,教师会因自身的人格魅力、个性品质

而获得权威;从专业的教师权威因素来说,教师会因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获得权威[１９].
不可否认,教师权威的存在对于维护教育过程中一定的规范秩序,传承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精

神财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有些中小学教师却错误(或不恰当)地建立和使用着他们



的权威,绝对权威意识盛行.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教师的制度权威被滥用,而个人权威却遮蔽不显.
有的教师利用“教师”这个身份获得的传统权威和法定权威,坚持着自己在神坛上的绝对权威地位,
让学生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绝不允许学生挑战自己的绝对权威,学生稍有不慎,冒犯了教师的绝对

权威,就会遭到教师无情的责骂与侮辱,甚至遭到教师的体罚.长此以往,师生之间的关系就会变

得越来越紧张,一触即发.教师的绝对权威意识遮蔽了教师本该宽容、博大的心,学生对教师这种

绝对权威感到不满,甚至怨恨、憎恶,从而导致了学生的种种反抗举动[２０].

２ 教师专业伦理的错位

教师专业伦理是教师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和准则[２１].教师专业伦理包括教师

与学生、同事、家长、学校、社区的关系以及教师敬业意识等方面.在师生关系问题上教师的专业伦

理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爱与服务学生的质量上.然而在现实中教师的专业伦理却发生了严重的错

位,一方面,教师的爱要么是妥协式的,要么是权威式的,要么是放任式的;另一方面,教师不能公

平、公正地对待学生,体罚学生、挖苦讽刺学生、侮辱学生人格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三、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理性诉求

从上诉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到,师生关系之所以出现扭曲变异,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教育失去

了生命的关怀,失去了“人”———教师的眼中没有作为“人”的学生,学生眼中亦没有作为“人”的教

师.只有找回生命的原点,关怀生命、理解生命、呵护生命,才能建构出用心灵唤醒心灵、用人格塑

造人格、用智慧培植智慧、用希望播种希望、用生命去点燃生命的师生关系.
(一)存在意义上———互相依存

人作为社会人,必然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必然地会和他人发生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形成

不同的人际关系.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根据其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必然发生联系,形成不同类

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之谓教师是因为有学生的存在,学生之谓学生也是因为有教师的存在,教师和

学生在存在意义上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方的存在,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师生关

系的这种存在意义上的依存会延伸到教育活动本身———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学活动与

学生的学习活动也是相互依存的,如若教师的教背离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知识

需求、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特点等,那么这种教是没有发展意义的;如若教师的教忽视了学生的情

感需求,也就丧失了教学的教育性,只有当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一致时,才能实现有效教学、使教

学充满教育性.由于中小学生是未成熟的个体,所以教师在师生关系处理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因
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学生的情感、实际需求、现有知识水平、学习规律等因素,多
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和关怀,少一些讽刺和挖苦.

存在性关系表明,师生之间首先不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教师的人”与“作
为学生的人”之间的生命关系.他们在某一些特定的时空里,共同相遇.教师与学生共同经历着教

育教学过程,他们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相互摄取.
在这种相互依存中,师生之间的交往没有了各种功利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没有了“教师”和“学

生”这些面具的遮掩,有的只是活生生的生命,只是各个生命在存在意义上的相互分享与互助,只是

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相互依存.
(二)人格意义上———互相尊重

平等的师生关系是近年来较受追捧的新型师生关系模式,但是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我们忘却

了师生应该在何种层次和意义上是平等的.无论是前喻、同喻还是后喻社会,教师能够存在就必然

有其存在的理由,教师不仅在身心成熟度和阅历方面优于学生,而且在专业知识和经验方面也较学

生更丰富,因此师生在这些方面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师生在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正是教育教学得以

发生的前提.但是教师的优势并不是教师地位至高无上的砝码,在信息大爆炸的现代,教师权威不

能仅靠比学生拥有更多的那些知识来树立,更需要教师的教学艺术和人格魅力来树立.教师要树



立权威首先必须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尊重学生的理想,尊重学

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自由,概括起来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比如“蹲下来”和学生谈话,其意图

并不在于“蹲”这个动作,而在于教师对孩子的尊重,这是现实中孩子们的呼唤与渴求.
尊重是相互的,学生应该意识到与教师在人格意义上是平等的,但不能因为教师的尊重、宽容、

谅解而使自己的行为肆无忌惮,使自己的行为缺乏对教师应有的尊重和爱戴.教师尊重、理解、关
爱学生,学生也应该尊重、理解、体谅教师,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尊重教师的情感、人格、努力与付

出,积极地与教师沟通、交流,努力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无论年龄、知识、阅历、经验的大小和多少,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是有

效教学的必要条件,只有意识到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才可能做到相互尊重,在尊重的前提下交

往才能是有效的、和谐的,师生间的关系才可能是良好的.
(三)情感意义上———互相理解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我坚持,常常以教育上的失败而告终的学校内许许多多的冲突,其根源在

于教师不善于和学生交往.”[２２]现实教育教学中也可以发现,师生间的众多冲突源于交往的不力,
而师生间交往不力则常常因为双方缺乏对对方的理解.

理解是人与人交往中最基本的情感诉求.人们常说“理解万岁”,当你对交往对象表示理解时,
对方会意识到你和他在同一“场域或情境”中,便会主动地和你交流、向你倾诉.在与孩子的交往中

也是如此,教师要与孩子共同去体验一种情感,如果孩子懂得这一点,他就会向教师敞开自己心灵

最隐秘的角落,把自己的痛苦告诉教师、与教师分享自己的快乐;如果教育者不分享、体验孩子的情

感,不理解孩子的冲动,孩子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在他心中会随之产生对教师的敌视态度.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给予学生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怀、多一些体谅和帮助,理解学生在心理、生理、学
识、认知等方面的差异,用宽容的心境理解、体谅学生;认真倾听学生的话语,赞许学生的行为,鼓励

并相信学生;分享学生的喜乐,分担学生的痛苦.
师生关系涉及师生双方的交往活动,教师应积极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理解学生的冲动或者不

合理行为,积极引导学生行为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学生也应该相应地给予教师理解,教师的情

感丰富多彩,教师相对于学生要背负更多的教学和生活压力,同样需要学生的理解,学生应该对教

师的某些行为给予理解,以自己优异的表现给教师丝丝安慰,让教师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精神

和情感上的回报,体会到教师职业的尊严与欢乐.
(四)过程意义上———精神相遇

教学过程是教与学同时发生的过程,是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教与学相互转化的过程,同
时也是师生精神相遇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创造的双向互动过程.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

相互影响的,他们共同经历着挫败、调整、尝试、发展的过程[２３].
由于教育教学是双方互动的过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只有当教师的教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并

产生共鸣,教师的教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当教师的教能够促进学生发展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时,
教师的教才是有效的;只有当教师的教建立在学生的需求、现有水平和兴趣的基础上时,教师的教

才是有规律的;只有当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建立在对学生情感和精神关怀的前提上时,教师的教才是

有生命力的.只有师生双方共同体验着学习生活中的困惑、挫折、调试、成功的过程,才能实现精神

层面的相遇.
德国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E．Spranger)指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因

为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和接纳已有的东西,而
是从人生命深处唤起他沉睡的自我意识,将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２４]这便是对工具性

师生关系最有力的批驳.因此,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必须把握住教育教学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

是师生之间的知识授受过程,更是师生精神世界相遇的过程.“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不是有

知者带动无知者,而是人对人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在这种交流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



连,处于一种身心敞开、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因此,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的契合,是“我”与“你”的
对话.就师生关系而言,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尊重和平等,更需要的是在对话中相

互激励、相互理解、相互悦纳,使他们的精神被深深地卷入,沉浸与被吸引到对话之中[２５].我们呼

唤以生命为原点的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实现“我”与“你”的精神相遇,唤醒

生命的潜能,实现人性的复归.
(五)生命意义上———互相珍爱

每个人的生命仅此一次,我们应该去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以欣

赏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无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不幸.教

师和学生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存在,教育价值取向应是使人向善,使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而
以往的教育往往忽视了生命教育,失去了生命这个原点,太看重生命以外的东西———知识和技能,
忽视了生命的需要、激情和冲动,缺乏对生命的关怀与生命意义的体悟,淡漠了对人的心灵和智慧

的开发及对人的情感和人格的陶冶,使人成为被功利所驱动的“工具”,放弃了对生命的感悟[２６].
教育迷失在效益和利益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师生交往的过程是生命与生命碰撞的过程,也是生命价值提升的过程,生命的存在和健全是双

方交往最基本的条件,呵护、珍爱彼此的生命是教育的本来应该,也是师生交往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在师生敬畏、尊重、呵护、珍爱自己以及他人生命的情况下,师生冲突才可能以恰当的方式解决,避
免对生命的亵渎,防止生命的陨落.

叶澜教授曾倡导并践行“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教育不仅仅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更应该让人际交往(师生、生生交往)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让整个校园彰显生命的活力,让师生都体

会到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性.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的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关系.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教育效果的好坏、教育目的的达成及师生生命的成长.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小学师生

关系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变异———或亵渎宝贵的生命,或互不尊重对方,或彼此间缺乏沟通、态
度淡漠、在情感上产生隔阂.因此我们追求师生关系在理性上的应然状态,希望师生在人格上相互

尊重,在过程上实现精神相遇,在情感上相互理解与关心,在存在意义上相互依存,建立一种生命关

怀的师生关系.
教育是一种价值引导的事业,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关注人的生命,未能触及人的

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激荡,它就不能成为教育[２７].
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肆虐的时代,我们呼唤教育回到其最基本的原点———生命,呼唤教育

“目中有人”,呼唤建立充满“生命关怀”的师生关系,呼唤教育少一点功利、多一点对学生灵魂的关

怀;教师少一点功利,多一点对学生的关心;学生理解尊重教师,和教师共同建构和谐亲密、民主平

等的生命相融的“我Ｇ你”师生关系.使学校成为让师生快乐成长、留恋的地方,使学生真正全面充

分而自由幸福地成长,使教师真正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从教的幸福而诗意地栖居在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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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PerspectiveandRationalDemandsofDistortionand
Variationof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inElementaryandSecondary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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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of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０６２,China)

Abstract: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isthemostbasicandleadingrelationship．ItisnotonlyaneduＧ
cationandteachingrelationship,butalsoalifeＧtoＧliferelationship,whichmeansthecoexistenceand
mutualdevelopmentofteacherlifesubjectandstudentlifesubject．TheconditionofteacherＧstudent
relationshipcorrelateswitheducationandteachingdevelopmentandquality．However,casesoftenＧ
sionandconflictsbetweenteacherandstudentarefrequentlyexposedinrecentyears,whicharouse
wideattentioninwholesociety．Thispaperattemptstogetarealisticperspective,forexample,deseＧ
crationoflife,mutualdisrespect,andapatheticemotions,etc,ondistortionandvariationofteacherＧ
studentrelationshipthroughspecificcasesoftensionandconflicts．Thepaperanalyzeddistortionof
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inelementaryandsecondaryschoolfromtheperspectivesofrationalism,
educationutilitarianism,teacherauthority,studentright,etc．Thenthepaperappealsthereturnof
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toitsutmostorigin———life．Basedontheabovediscussion,thepaperproＧ
posesrationaldemandsofgood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suchasmutualrespectofpersonaldigniＧ
ty,spiritualaffinityintheprocess,mutualunderstandingandcareemotionally,andinterdependence
inthesenseofexistence．
Keywords:element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distortionandvariation;
realisticperspective;rational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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