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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谈构建有效师生关系到的特征 

郝静 

【摘要】课堂管理是有效的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最关心的领域之一。有效的课堂管理对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以及维护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意

义。美国大量的研究发现，构建有效的师生关系是课堂管理的关键。教师适当程度上的主导作用、合作意识以及关注学生的个性需要，有利于创建良好的班级氛

围，进而争取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争取更多的学生投入学习以及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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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过去，课堂管理(classroom management)常常

被看作只是处理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实际上，课堂管理和纪律的意义不能等同，前者比后者意义更为宽泛。

纪律只是课堂管理的一个方面(即行为管理)，而课堂管理的其他方面(如教学管理、时间管理、环境管理等)

则关系到教学组织、教师行为以及课堂组织模式等方面。 

大量的研究表明，师生关系如何是影响其他相关因素的根本条件。课堂上教师的行为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

响远远大于诸如学校政策、评价、教师群体内部关系以及社会参与等其他因素。 

有效的师生关系具有哪些特征呢?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发现，有效的师生关系应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教师

适当程度上的主导地位、合作意识以及关注学生的个性需要。 

适当程度上的主导 

研究人员把教师“适当程度上的主导”作为有效的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与更多带有负面内涵的

词“统治”(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或者对他人命令、要求的涵义)相区别，特把“主导”定义为：教师提供明确

的目标并且引导、驾驭学生的学业与行为的能力。研究发现，当学生被问及“更喜欢哪种类型的教师”时，学

生会明显地倾向于选择 “教师适当程度上的主导”类型的教师和相应的师生互动关系。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策

略来实现“适当程度上的主导”。这些策略包括：建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行为期望以及坚持不懈。 

明确的期望标准和相应的结果 

教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确立明确的期望标准：一是将期望转为成程序和规则，制度明确的规则和操作程

序；二是使学生明确各种行为相应的结果。制定各种规则和操作程序，包括集体活动、变更和中断

(transitions and interruptions)、资料和设备的运用，以及每日的作息或者重要活动的安排等方面。有

一种理想的模式，那就是通过讨论或者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来制定这些规则和操作程序。 

在规则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做到有章必循，对学生符合规则的以及积极的行为进行强化，对不适当的

行为进行一定的“惩罚”。在处理日常课堂管理时，最重要的是以“最少干预”为原则。许多研究发现，花在

保证学生遵守学习纪律上的时间与学生的成绩呈负相关。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处理好课堂上的不适当行

为，进而建构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 

1．预防：预防是最好的良药，教师要尽量做到以预防为主、处理为辅。把课堂组织好、不断地密切“监

视”、纪律严明等等都有助于预防问题的发生。 

2．非语言提示：非语言提示包括目光接触、手势、身体靠近和触摸等。对于学生的一些不适当行为，教

师可以运用一系列动作或者肢体语言，例如走近有不良行为问题的学生并且运用肢体语言暗示，例如把食指贴

在嘴唇上示意。 

3．通过一些预先安排的信号提示学生：例如，举起一只手来提示：所有的学生应该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去。 

4．表扬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或者表扬其他学生：表扬是强有力的激励手段。教师想要减少不良行为的

发生，不妨表扬他们所做出的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 

5．语言提示：如果没法采用非语言提示或者这种提示不能奏效，那么简单的语言提示，将有助于把学生

拉回到学习上来。 

6．采取整体应对策略：对一些行为采取集体共同担负责任的策略，强化集体责任意识。 

7．让学生自己选择：要么听从，要么后果自负，接受一定的惩罚。 

确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教师适当程度上的主导还体现在为按计划进行的教学单元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包括： 

1．一个教学单元开始之初，就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2．对所设定目标的反馈。 

3．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系统地修订教学目标。 

4．对目标的累积性反馈。 

“等级制”评价方法的运用能够帮助教师建立明确的目标，通过建立“等级分类”评价模式，能够明确教

学的目标，从而使教师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在学习内容上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引导和帮助，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 

坚持不懈 

研究者将“坚持不懈”定义为“站起来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辩护，从而使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权益的忽视或者

逃避的可能性减小。”该行为显著区别于“被动型”的行为和“攻击型”的行为(参见表1)。在课堂上，如果

教师遇到以下情况，就需要保持这种心态。 

1．用肢体语言，例如保持身体直立，面向违反规则的学生，但要注意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避免给学生

造成“威胁”感，面部表情应该向违反规则的学生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我看见你正在做什么了，我不喜欢你

这么做，快回到学习上来。” 

2．保持适当的语调和语速，清晰地、从容不迫地表达，与正常上课时讲话的声音相比，不要有明显的语

调上的提高或语速上的加快，避免在声音上表现出自己的愤怒或者失常的情绪。 

3．坚持，直到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不适当的行为；当学生否认、争辩或者自

责时，教师不要转移注意力，要注意倾听合情合理的解释。 

合作意识 

合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关注他人的需要和选择”。“主导”的内涵倾向于“教师在课堂上扮演发动机

的角色”，而合作则着眼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个团队”，师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参与课堂

教学与管理，师生共同扮演“发动机”的角色。以下策略能够有助于师生之间互动合作的构建。 

制定弹性的学习目标 

正如通过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能够体现教师的“主导”地位一样，通过制定弹性的学习目标，能够体现

“合作意识”。在一个学习单元开始之初，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参与学习目标的制定，让他们自己制

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或者询问他们对什么感兴趣、想要学习什么，通过诸如此类的行为来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



合作。 

通过给学生这样一种机会来进行选择，不但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所要学习的知识点，提高学习的质量，同时

还向学生传达这一种信息：教师更加关注并且努力满足学生的兴趣需要。 

对学生个性需要的关注 

进行“合作”最通常也是最实用的途径就是教师对班级中每个学生的个人兴趣的关注。研究发现，绝大多

数的学生都期待着教师对其个性需要的关注。很多有经验的教师总结出以下经验： 

1．与学生在课前、课上、以及课后的非正式交谈中，了解他们的各自的兴趣爱好。 

2．与学生在校外打招呼，例如在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 

3．每天吃午饭时，预约一些学生，与他们边吃边聊。 

4．了解学生生活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参加运动会、戏剧演出、或者其他的课外活动。 

5．当学生走进教室时，教师站在门口，同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并且叫出他们各自的名字。 

教师的公正性 

有很多实际的策略都着眼于课堂上公正的、积极的师生互动。 

1．教师通过眼神与学生进行交流。当教师讲课时，通过环视整个教室或者自由地在教室里走动，与学生

进行眼神交流。 

2．上课时，教师的走动要具有明确的目的，尽量接近每一个学生。要确保教室内部的布置允许师生能够

进行直接的交流。 

3．谁提出的见解和想法就冠以谁的名字。例如，在一次讨论中，教师就可能这样说：“约翰对玛丽的观

点进行了创造性的补充，通过……” 

4．允许并且鼓励所有的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和互动。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到那些不经常参与讨论发言的学生

身上。 

5．当学生回答问题时提供一定的等待时间，给他们以思考的机会，而不管他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以及教师

对他们的能力的感觉如何。 

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学生 

在课堂上，教师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研究发现，美国在校生中有12％-22％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以及情绪、行为失调等问题。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适当的心理

健康方面的服务。学校顾问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18％的学生有特殊需要并且要求特殊的教育及心理

干预服务，否则对班级管理和自身的学习将造成严重的阻碍。 

尽管教师并不需要直接从事心理问题的研究，但如果希望进行有效的班级管理，教师还是应该特别关注与

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相关的问题，需要有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特殊的教育上和心理上的技巧。下面介绍五种类

型的特殊需要以及针对这些特殊需要的应对策略(参见表1)。 



结论 

我们通常以为课堂管理只是为了建立课堂秩序，其实建立课堂秩序本身并不是课堂管理的目的，只是以使

学生保持安静和驯服为目的的课堂管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之所以重视课堂管理、构建有效的师生关系，目

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争取更多的学生投入学习以及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使学生快乐、健

康地学习、生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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