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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2018 年 10 月 21 日 10732033 王叡涵 10732042 王則正 10352011 何其達 

                                                10732001 紀諭如 10352005 侯正時 

                                                                                           

前言 

現代社會中，由於少子化的影響，在家可能只有和 親的父母或一、兩位兄弟姊妹

在同一個生活環境中相處，在如此的情況下，便僅剩在學校和同儕、老師有與人學習相

處的機會。 

在學校中，老師與學生之間總是有些距離感，但其實兩者間的雙向溝通對於學習以

及和諧的相處都會有很好的助益。一天的時間中，學生與教師一起度過的時間占了一大

部分，所以相較於父母，許多學生更願意與教師傾訴。他們同樣渴望得到老師的愛護、

關心，希望老師的態度平和、熱情。而教師們也希望在教學、課堂時間以及課外時間，

得到學生的回饋以及信任。 

所以師生之間在深入接觸與相處前，一定要知己知彼，把對彼此的“愛”放在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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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生相處三階段 

 (一)初識階段 

在師生之間開始直接交往時，由認識到不認識的這一階段中，教師與學生都能按照

規定的角色進行交往。很多時候，由於師生之間剛接觸時，大多過於客氣，禮貌性的行為

常掩蓋了對方真實的面貌。 

就教師而言，為工作職責以及出於熱愛學生的心理，常常迫切的想消除與學生間的

陌生感，但學生可能不一樣。到一個新環境，除了融入同儕中的壓力、學習上的壓力，與

心中頗有距離的師長可能會因而缺乏好感。 

因此在剛接觸時，一些有經驗的教師會先熟悉學生的姓名，以便見面就可以叫出名

字，藉此給學生一種親切感，畢竟學生人數眾多，能在平常的情況下被老師記住名字，對

於學生來說，是一件會令其感到開心的事情。而學生方面，可以先從學習方面開始主動接

觸師長，「從互動中學習，由學習中互動。」 

  

 

 

 

 

 

 

 

  

教師熟悉學生姓名

學生主動向師長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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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形成既定印象

感情交流代替禮節性應酬

選擇繼續有意識的接受

教師應保持大致平衡的接觸

學生仍應注意應有的禮節

(二)感情交流階段 

隨著相處的增加、交往的密切，陌生感逐步消除，心理距離也會開始縮短，開始過

渡到由感情交流代替禮節性應酬的階段。這時雙方都形成了對對方的大致印象，並做出了

較好的評價。當然也有可能有印象不甚好的情況發生，但為了實現一定目的，仍會繼續有

意識的接受對方。 

教師應對每個學生保持平衡的接觸，避免僅與少數活躍的學生高頻率接近的現象；

而學生在與老師接觸的過程中，也應注意該有的禮節，即便像是與朋友、同儕相處般，也

會有需要尊重對方的地方。 

儘管從理論上說，師生關係越親密越有利於獲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而且事實上也有

些發展為如“朋友關係”般密切的例子，但可能因學生數量眾多、課堂及課外時間有限等

條件所限，有時難以達到這種密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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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心階段 

師生相處的 高階段是深入雙方的內心，即交心階段。其主要特徵是雙方從淺層的

信息交流發展為心靈的溝通，感情的接觸。 

在這個階段，學生願意與教師進行深層次的交流，是在前後階段了解、信任的基礎

上。由於常發生學生可能不知道該不該和老師說的情況，教師可以進一步引導、啟發，使

學生安心的與師長交心。 

有時候，說教可能會引起反效果，因此師長可以自身經歷、他人，較日常的經驗來

進行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使學生感到有同理心且溫暖的關懷。因為師生關係常有上對下的

地位差距，所以學生對老師仍會有一層敬畏之意，故在成功經過這個階段後，師生之間將

達到一種融會貫通的境地，交流起來再無任何障礙，甚至會建立起彼此的革命情感，師生

間都會對對方非常理解。 

 

 

  發展心靈溝通

感情的接觸

教師的進一步引導、啟發

有同理心的關懷

建立革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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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老師的尊師重道 

一個人一生為人要頂天立地，人格健全，除了得自父母的教誨外，還需要一位很重

要的人物，就是「老師」。所以中國文化 重視的就是孝道跟師道，所謂「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父母生育、養育我們，給了我們生命；老師用他一生的智慧引導我們，給了

我們慧命，智慧的生命。所以師生關係與父子倫常無別，父母跟老師的恩德是我們一生

都應該記住的，應該對他們孝敬、奉養。 

尊師要透過父母的教導，因為一個孩子的德行根本，就在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所

以，為人父母要教孩子尊敬老師，而老師要教學生孝順父母。現在孩子不懂得尊師，問題

出在哪裏？父母沒有教！現在還有學校老師批評孩子幾句話，就回家跟父母講，父母隔天

帶著律師去找校長。這個做法讓孩子得到 不好的影響，因為他這一生對老師就沒有了恭

敬之心，對老師沒有恭敬心，學業能有成就嗎？ 

因此一個人有沒有好的道德、學問，除了要有好老師之外， 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學習

態度，尤其對老師一定要有虔誠恭敬的心，絕不可以陽奉陰違。因為學問的成就，從這份

恭敬心即可判斷出來，「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就得十分利益。」 

如何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做到尊敬老師：  

1.虛心聽取老師的教誨，努力達到老師的要求 

2.感激老師的關心和教育 

3.與老師交往時，謙虛、恭敬、有禮貌 

4.關心、體諒和幫助老師 

5.尊重老師的勞動 

6.對老師有禮貌 

7.尊重老師的人格，維護老師的尊嚴 

8.正確對待老師的意見和建議 

9.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 

學生與老師的正確溝通方法： 

l 角色互換，從老師的角度看問題 

l 原諒老師的過失，因為“人非聖

賢，孰能無過” 

l 正確對待老師的批評和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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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師對學生的尊重理解 

教育是一門藝術，因為人是 神秘 複雜的生物。面對一群有思想有感情的學生，

如何贏得他們的信任與尊重，如何對他們實施德育教育呢？我們認為，首先就要學會理

解學生，尊重學生。 

 

在傳統的“師道尊嚴”理念的影響下，人們常常有這樣的觀點：學生就應該服從老

師，被老師批評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這種觀點在當今社會顯然已不適用，學生，尤

其是處於生長叛逆期的中學生，他們追求個性發展，個體意識明顯加強，更追求人與人

之間的一種平等交往。因此，我想，教師在與學生的交往過程中，尤其是當學生犯錯誤

的時候，一定要有換位思考的意識，尊重學生，理解學生。 

 

由於受遺傳因素、家庭條件、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學生中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在平時的學校生活中，老師就應注意觀察學生的個體差異，應對每個學生都有全面的細

致的了解。而要了解學生光靠觀察還遠遠不夠，要利用各種機會和學生溝通，溝通多

了，就能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和行動表現，及時解決他們的思想困惑，糾正其不良行

為。而事實證明，要想讓學生接受老師的觀點，批評說教的效果遠及不上和學生談話的

效果明顯。老師應首先把自己擺在和學生平等的位置上，從關愛的心態出發，動之以

情，曉之以理，用人格力量去感化他們，要讓學生真正的從心底感受到老師對他們的關

心和愛護。 

 

尊重學生，寬容學生，並不是放任自流，對學生的不良行為有時還要作恰如其分的

批評。作為一個班主任、一個老師即使學生犯了錯誤，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時，也應尊

重學生的人格諄諄教導學生才能取得教育的效應。一味的訓斥，只能促成學生逆反心理

的產生，更不能用挖苦、諷刺傷學生的心。批評學生要慎用 批評用語，要講究語言藝

術，要處處顧及學生的自尊，使學生產生親切感、信任感，願意與你作心靈的交流，這

樣才能使學生從思想深處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切實有效地發揮批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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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新型的師生關係 

教師有著主導作用，我們每一位教師首先要轉變觀念，從「師道尊嚴」的權威中

解脫出來，俯下身子，去聆聽學生們的心聲，從教學的指揮者轉變為參與者，從決定學

生應該學什麽、怎樣學的主宰者，轉變為與學生合作學習的夥伴。教師可以通過教育教

學活動，讓每個學生都能夠在教學中建立和感受到自主的尊嚴，體驗和感受到學習的樂

趣。教師與學生只是教學活動中地位的不同，並沒有人格上的高低貴賤之分，教師必須

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學生，尊重他們的個性差異，教師尊重學生就等於尊重自己，尊重教

育。只有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才能建立起新型的師生關係，尊重學生熱愛學生，讓每

一個學生都感受到來自老師的溫暖，師生之間的尊重互愛才能夠在教學中形成和諧、平

等、民主的師生關係。 

和諧師生關係應該包含以下幾點內容： 

1. 和諧師生關係的核心是把教師和學生，特別是學生看成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師

生之間是平等的關係，沒有高低和尊卑之分。  

2. 和諧的師生關係是教師通過教育教學活動，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感受到自主的人格，

感受到心靈成長的愉悅，獲得成就感和生命價值觀的體驗，使學生的自由個性和健

康人格得到確立。  

3. 和諧師生關係體現為學生在與教師的交流中，感受到相互尊重、體會合作與信任，

親身實踐積極的人際關係，從而得到自身的全面發展。   

不難看出，「平等、獨立人格和互相尊重」是和諧師生關係的核心。師生間的平等

前提是維護學生的人格；維護學生的人格必然體現為師生間的互相尊重。由此可見，互

相尊重是構建和諧師生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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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禮貌的重要性 

師生之間的交往中作為學生首先要禮貌待師。 

1. 見到老師主動問好，進老師辦公室先敲門等 

2. 注意場合，在不同的場合與老師交談時，我們的語氣、交談主題應隨著場合的變化

而有不同 

3. 注意勿失分寸，我們與老師的平等並不意味著可以對老師放肆，諸如打聽老師的隱

私、從背後突然拍打老師等行為就失去了分寸「禮貌待師，注意場合，勿失分寸」 

 

五、師生相處之道佳句 

l 教師是學生的朋友和同志。——蘇霍姆林斯基 

 

l 誠摯的心靈，是學生情感的鑰匙；高尚的師德，是學生心靈的明鏡。 

 

l 消除隔閡的密碼是真誠，親近心靈的力量是愛與諒解。 

 

l 在我們從幼稚走向成熟，從愚昧走向文明的路上，您用生命的火炬，為我們

開道。 

 

l 一日之師,終身為父。——元.關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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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分配 

 

工作項目 負責人 

查詢及蒐集資料—師生相處之道 10732033 王叡涵 

查詢及蒐集資料—師生相處之禮貌 10732042 王則正 

統整及 Word 製作 10732001 紀諭如 

PPT 製作 10352011 何其達 

PPT 錄音錄影 10352005 侯正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