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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生冲突的原因分析
1．教师和学生对彼此角色的不完全接纳。在教育

工作中，教师如何看待学生，对现阶段学生扮演的角
色所持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师生
之间是互动关系。教师的言行态度影响着学生，同时
学生对教师角色的认识和态度也会最终影响着教师，
师生双方对彼此角色的不完全接纳是导致师生冲突
的内在原因。

2．师生双方沟通低效。教育活动是师生双方共同
的行为，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维系下进行的。要想教
与学两者顺利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因素。师生之间的沟通状况也是师生关系疏密程度
的晴雨表。现阶段师生之间存在缺少沟通、沟通渠道
比较狭窄、方式单一、缺少技巧等情况，导致师生双方
沟通的效率不高，而师生双方沟通的低效是导致师生
冲突的重要原因。

3．教师不尊重学生。要搞好教育工作，不仅要发
挥教师教的积极性，而且也要发挥学生学的积极性。
尊重学生，是对学生的一种善意的行动倾向，它包含
着对学生个体存在价值和上进愿望的肯定，是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的关键。尊重学生就是要尊重学生的爱
好、情感、理想和劳动成果，最基本的是尊重学生的人
格。理解和信任学生是尊重学生人格的特殊形式，教
师善于向学生学习，则包含着对学生人格的一种深层
次的尊重。大多数教师或在多数情况下能做到尊重学
生的人格，但仍有个别教师或在个别情况下不能充分
考虑学生的感受，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一些学生的自尊
心，或者不善于向学生学习，有错不改，引起学生的反
感，从而影响到师生关系的和谐。

4．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稳
定和谐的课堂秩序是教师和大多数学生所希望的，遵
守课堂纪律也是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最基本的准则。
但在学校教育实践中，总有个别的学生会用一些违纪
行为来干扰和破坏课堂秩序，影响周围甚至整个班级
学生的学习秩序、学习效果，严重的会蔓延成许多学
生的类似问题行为。一些引起师生争议的事件会不可
避免地发生，把违纪的学生和希望维持课堂秩序的教
师推向对立的位置，从而引发师生冲突。

二、师生冲突的特点
1． 必然性。现代教学观念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

的，冲突在任何类型的学校中都会存在，师生差异的
多样性和师生互动的频繁性决定了师生冲突的必然
性。正是这种必然性决定了师生冲突管理的必要性。

2． 普遍性。师生冲突存在于学校的几乎各个角
落，因为师生是学校的主体，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
师生互动是学校内部最主要的互动形式。因此，师生
冲突具有普遍性。

3．隐蔽性。师生冲突可以分为隐性冲突和显性冲
突，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在
地位上教师明显高于学生，所以学生一般不会采取与
教师激烈冲突的方式，师生冲突主要以师生间情绪排
斥、情感对立、思想隔阂等隐性方式来表达。

4．文化性。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学生是正在接
受教育的个体，双方的身份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带
有一定文化性。另外，师生冲突发生的环境、场合以及
冲突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性，这决定了师生
冲突管理也应该与一般冲突管理有所区别。

5．精神性。当代学生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市场经济
和国外思潮的强烈影响。他们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
倾向格外明显，即使面对的是教师，他们也希望充分
施展自己的个性，并得到教师的尊重。如果教师在语
言、行为等方面对学生表现出一些不理解、轻视，甚至
不尊重，一些个性强的学生就会进行反抗，从而导致
师生间的冲突。

三、师生冲突的负面影响
1．形成师生双方的对立情绪。冲突的发生对教师

与学生的情绪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师生冲突没有
得到及时的正确引导和解决，冲突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之中，即冲突次数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这样，良
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将无从谈起。在冲突中形成的敌对
情绪破坏力很大，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学生受
到老师的疏远、怀疑，甚至是打击，会感到自己没有价
值。学生如果将敌对情绪转移到学业中，可能会荒废
学业，不思进取，更严重的是对自我的遗弃。师生之间
的这种疏远和敌对关系会使学生产生紧张、不安的心
理，使学生处在一个戒备、焦虑的情境中，往往会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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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成退缩或欺骗等不良性格。而良好的师生关系可
以满足学生基本的心理需要，如安全需要、爱和归属
的需要与尊重的需要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学生可以形成一些好的性格品质，如信任他人、友
爱、自尊、自信、助人为乐、热情、有追求等，但是，一旦
师生发生冲突，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就会得不到满
足，或者停留在很低的满足水平，甚至是畸形的满足，
这样容易造成学生不良的性格。

2．影响课堂教学的质量。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冲突
会影响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因为冲突一旦发生，教
师必定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处理，这样课堂教学的时
间和秩序就被打乱，从而不能完成教学任务，甚至整
个课堂教学将会陷入难以控制的混乱之中。另外，学
生一般都把对教师的情感泛化到教师所教的学科上，
如果发生师生冲突，学生对教师会有疏离感甚至反
感，内心对教师会产生怀疑甚至抵触，对教师传授的
知识与信息就很难接受。这种心理障碍会使学生丧失
积极的学习动机和正确的学习态度，产生学习障碍，
致使学业不良。

四、师生冲突的应对策略
1．发挥师生冲突的积极作用。冲突所产生的影响

不见得都是负面的，如果冲突处理得宜，反而能将冲
突的阻力化为助力。课堂中发生的师生冲突，不仅有
助于推动有关学校的规章制度的改进及新规范的产
生，同时会促使新型价值观在课堂文化中的萌芽。在
很多情况下，师生冲突是由于学生行为与课堂制度文
化不相符而引发的，课堂制度文化一经形成，不仅具
有稳定性而且具有文化惰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一套完整固定的制度会周而复始地对学生发挥着
规范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不
断变化，原先一些教师认为合情合理的制度规范，在
现在看来则成了不合理的束缚，于是矛盾随之而起，
问题随之而至。因此，为了促进课堂师生和谐交往，教
师和学校应重新审视班级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并使其
合理化。师生双方亦可以通过沟通、商谈，抑或是双方
或某一方不同程度地让步或妥协，从而改变那些旧有
的、不合时宜的规则，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新制度的建
立，能够加强师生对伴有冲突的课堂生活的适应能
力，丰富和发展课堂的制度文化，教师应善于发现冲
突中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并分析和解决它，从而更好
地发挥冲突的积极作用。

2．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生评教制度。师生冲突有部
分是源于不健全的学生评教制度。学生评教本来是可
以促进师生沟通、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但在实
行过程中发现尚存在很多问题。在学生评教中，师生

之间存在着诸多理论和认识上的差异与冲突，例如对
于学生评教目的与作用的认识与主张，就存在着重大
分歧。大部分学校的学生评教采取匿名式，这要求学
生有认真的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匿名制导致很多
学生评价教师时有失公正和负责的态度，使教师对评
价结果产生质疑和不满，于是又通过不认真授课、加
大考试难度等方式为难学生，加剧师生冲突。所以学
校应该完善学生评教制度，制定合理科学的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实名制进行学生评教，使学生对自己的评
价行为负责，保证学生评教的公正性，同时对教师采
取保密制，保证学生的评教权益，赋予教师和学生权
力的制度性保障，从而真正起到对教师和教学进行监
督与促进的作用。

3．拓宽师生的沟通渠道。课堂中存在的矛盾和冲
突，往往是由于师生之间不善于沟通而造成的。因此，
建立一种自由开放的沟通网络，显得特别重要。很多
情况下，学生的反抗行为只是想证明他们的重要性，
向教师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渴望被倾听，如果教
师能够表示出对学生的关心，学生的破坏性行为就能
够减少到最低。因此，教师应真诚地坦言自己内心的
真实体验，并且不吝惜流露自己的感谢及对学生的赞
扬，适时地给予学生温暖与关怀，这些都将使师生获
得知识之外的情感收获；其次要加强和学生的非正式
交往，这样可以使沟通更具亲切感和真实感，从而能
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4．师生进行换位思考。当教师对学生缺乏充分的
理解，教师对学生的某些观点或行为难于接受时，如
果教师通过扮演学生的角色，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
题，体验一下学生的感受，就可能会更好地了解和接
受学生。教师也可能从中发现自己也未必完全是正确
的，从而改变自己对学生过于苛刻的要求。另外，如果
也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学生就可能理解教师渴望
自己成才的迫切愿望，学生就自然消除了对教师的抱
怨，甚至是对立的情绪，从而更好地配合教师的教学
工作。

参考文献
[1] 杨颖秀．学校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 吴康宁．课堂教学社会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0.
[3] F·戴维．课堂管理技巧．李彦，译.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郭华．课堂沟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
（责任编辑 杨 子）

吕 芝 王思芸：班级管理中师生冲突的应对策略

4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