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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自身的行动是对道理最有力的解释，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方法。

说服教育不仅要求教育者自己能够做到，还要能够说清楚，是为“口

能言之，身能行之”。

反思说服教育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1], 

说服是人思想和情感的基本表达方式

之一。生活需要说服，教育也是如此,但是近年

来随着教育民主化的推进，传统的说服教育遭

到一些质疑，于是有人提出了“少一些说服，

多一些对话”[2]的建议。这些质疑和建议对于我

们理性反思说服教育非常有帮助，但是现实中

总有人喜欢走偏，认为说服教育似乎已不重要

了。笔者认为：在推行教育民主的进程中，我

们既需要反思说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更要以

理性的眼光重构说服教育的新常态。

一、目标反思：说服教育为了什么

如果说服教育需要反思，那么第一个需要反

思的就是目标问题——说服教育到底是为了什

么？从字面上看，说服由“说”和“服”两个

词构成偏正结构，“说”是手段，“服”是目

的，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务目的。那么，如

何理解“服”呢？说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服”，简单地解释就是服从、接受、认

同，这大致包括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通

过语言使对方服从、接受自己的观点。简单地

说就是“服我”——服从说服者的观点和意

志。这是大多数人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理解也

最容易导致说服教育走向误区，因为我们无法

保证说服者的意志和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相一

致，当说服者的观点不正确时，说服就变成了

专制。说服的第二层含义是“使人认同社会价

值、规范，承认其合法性、合理性”。[3]简单

地说就是“服理”，这种理解显然要高于第一

层。说白了，说服教育就是要求受教育者接受

和服从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

习俗和客观真理。但是，说服教育还暗含着第

三层含义，那就是通过接受社会共同的行为规

范、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客观真理，使得受

教育者成为一个明理的人。

何为明理的人？简单理解就是既愿意服从

道理，又能以理服人。荀子说：“从道不从

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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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道理。笔者认为，明理的人应该有“五

会”——会倾听、会分析、会判断、会决定、

会辩护。他能够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充分

理解别人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看清楚其中的对

错；他还能不盲从别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

决定。

如我们仅仅把说服的目的定位在第一层次，

那么说服教育就可能会出现不好的结果：一是

不服——口不服心也不服——顶嘴、对立、抵

赖、抗拒，不仅没有接受道理，师生关系、亲

子关系也会遭到破坏；二是屈服——口服但心

不服——表面上服从但内心里抗拒，甚至是阳

奉阴违，口是心非；三是臣服——这是一种没

有主见的服从，这种服从失去了自我人格。以

上三种都是失败的说服教育，真正好的说服结

果应是信服——口服心也服，是在服理的基础

上服人，是“亲其师”和“信其道”的统一，

这样的孩子就是一个明理的人。

二、方法反思：说服教育问题在哪里

如何才能达到说服教育的目标，使学生成为

一个明理的人呢？关键靠方法，即如何“说”

的问题。在错误的说服观念指导下，许多教师

和家长不注重方法，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说服孩

子的过程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自己没有

理，二是讲的不是理，三是有理没有讲好。

首先是没有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诚信是

立人之本，但有的家长和老师可能会觉得“老

实人吃亏”，便告诉孩子要学会见机行事、见

风使舵；学生要有社会责任和担当，但有的家

长和老师可能会告诉孩子，你只要把学习搞好

就行了，别多管闲事……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

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相反总觉得自己有理。比

如，有的教师在遇到学生不能理解自己的想法

时便训斥道：“同样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别

人懂你却不懂？”这话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孩子不能理解固然有孩子的问题，但更多的是

教育者的问题，教育者应该先反思自己教育的

方式和方法，而不是首先埋怨学生。

其次是讲的不是理。梁漱溟说，中国是一

个情感发达但理性不发达的国度，这个说法有

一定道理。许多家长和老师在跟孩子交流时不

注重讲理。比如下面的这个案例大家都比较熟

悉：孩子走路不小心被台阶绊倒了，疼得大

哭，赖在地上不愿意起来。大人可能会急忙跑

过去，扶起小孩，然后抬腿猛踢台阶，边踢边

说，“都怪你！把宝宝绊倒了，看你下次还敢

不敢！”这时孩子可能会慢慢停止哭泣，也学

着大人的样子踢几脚台阶才算罢休。我们知

道，孩子跌倒了，这个时候最需要跟孩子讲的

理是：为什么会跌倒？如何防止下次跌倒？跌

倒会很痛，如何解决痛的问题。但大人的这种

做法，无疑错失了讲理的机会，孩子很可能因

此会形成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将错误归结为外

在因素。再比如，班级分座位时，甲想和乙坐

在一起，但老师却让甲和丙坐在一起，这时甲

说：“为什么我不能和乙坐在一起？”其实甲

想讨个说法。但老师很容易认为甲是想和自己

作对，因此可能会回敬一句：“你坐哪儿是我

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才是这个班的班主

任。”这样的对话明显讲的不是理，而是唯我

独尊的命令。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我

都是为你好，你必须听我的”，这并不是讲

理，而是通过强制的方法让孩子服从。

最后是“有理没讲好”。所谓“有理没讲

好”是指理虽在教育者一边，但因为方法问题

而没有达到目的。有的人为了达到说服的目

的，故意采取隐瞒甚至欺骗的方法，使学生服

从某种道理，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控制性说

服”或“病理性说服”。[4]比如，“唠叨”就

是典型的“有理没讲好”，唠叨是出于好心但

很难收到好报的说教，教育的结果一般不如人

意：轻者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重者则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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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的心理。

三、理性构建：如何使说服教育更加有效

第一，说服的前提是：确保有理、以身示

理。确保有理就是教育者要保证自己在理，并

且能够按照自己所信奉的道理行事，成为孩子

的榜样。笔者认为，道理很多，但一个人一生

要弄明白三种“理”：情理、事理和法理。所

谓情理就是情感内在规律的体现，是关于爱的

学问。关于爱，简单的理解就是能够同情、关

怀别人，具有责任心。同情是情感的基础，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关怀是同情的进一步体

现，是指能够从对方出发，体恤、关心、温暖

别 人 ； 责 任 是 前 二

者的任务要求，通过

责任体现爱，缺乏责

任心的爱都是空谈。

事理是主要指做事的

规律，包括学习、劳

动、交往等规律。比

如学习，光强调孩子

要学习是不够的，会

学习才更加关键。法理是公共意志的体现，靠

强制力来维护，是一个人做事立身的底线。今

天许多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家长也以自己的孩

子为中心，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孩子对法理的

藐视，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教育者自身的行动是对道理最有力的

解释，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方法。说服教育不仅

要求教育者自己能够做到，还要能够说清楚，

是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荀子·大

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育者都能说到做

到，也并不是说教育者自己只有做到了才有资

格去说。比如老师都有资格要求孩子不要抽

烟，但如果老师抽烟是不是就不能要求孩子不

要抽烟了呢？我想还是可以的，但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用自己作为一个反例来证明自己说法的

正确性，而不是振振有词地训诫学生。

第三，要“以情动人”，寻找说服的契机。

良好的关系是说服教育的基础，《触龙说赵太

后》中的触龙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先铺垫好了

与赵太后的情感关系。古人云，“亲其师信其

道”。如何做到“亲其师”？一是尊重，不要

挖苦、讽刺孩子。二是信任，要相信孩子，相

信孩子都会向善，相信孩子能够改正错误。三

是坦诚，真诚地对待孩子的对和错，与孩子一

起面对错误，帮助他承担应有的责任。四是倾

听，听是改善关系的最好方法。倾听是态度，

是尊重、信任、坦诚的具体表现。听还是说的

条件，这能让我们了解孩子，知道孩子内心的

想法。当然，改善师生

关系、亲子关系还要有

幽默感，会释放内心的

善意和智慧。

说服只有在有利的

时机下才更有效，笔者

认为，只有孩子需要时

才是教育的最佳时机，

好的时机大致包括以下

几种情况：1.孩子内心有困惑，需要解答时。

比如，作弊可以获得高分，那么应不应该作

弊？这时候就需要教师或家长及时解释。2.孩

子有自己的观点，需要交流时。比如，孩子说

“当今社会好人没有好报”，这是孩子得出的

某种结论，需要你的态度，也给你提供了说服

的机会。3.当孩子对你或社会上的一些观点或

规定提出质疑时，都是说服教育的契机。

第四，在制订规则和落实规则中开展说服教

育。做事做人都需要规则，对孩子来说，规范

要明确，理由要充分。明确就是清清楚楚、有

针对性；充分就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规则

有大小之分，大到国家规范、社会规范，小到

学校规范、家庭规范；规则也有强弱之分，有

在制订规则和落实规则中开展说服

教育。做事做人都需要规则，对孩子来说，

规范要明确，理由要充分。明确就是清

清楚楚、有针对性；充分就是合情合理，

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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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遵循的，如法律；有建议遵循的，如高尚

的道德。制订规则、了解规则、解释规则、认

同规则对孩子来说就是说服教育的过程，就是

明理的过程。

许多人都将表扬与批评视为对结果的肯定

与否定，没有看中二者在说理中的作用。而笔

者认为，表扬与批评的内核是对孩子做事过程

中所坚守的道理的肯定与否定，是通过奖惩让

孩子明白做事情的道理。比如表扬，可以按照

这样的程序实行：明示——感受——意义——

奖励——勉励。明示讲明做了什么事情受到表扬

了，比如考试进步了、更加懂礼了。意义，即所

做事情的价值。奖励是表扬的核心环节，很多人

不论青红皂白地给孩子买东西，答应孩子提出的

条件，这是对奖励的曲解，家长要明确指出孩子

受到奖励的原因，奖励旨在让孩子继续坚持自己

的行为。

第五，掌握说服的基本模式，学会论辩明

理。说服大致分为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辩证

推理三种形式。演绎推理包括逻辑规范(大前

提)、待决事实(小前提)、最后判断(结论)三方

面。孩子经常在大前提就发生了错误。比如一

个孩子帮忙朋友打架，问及原因，孩子答道，

“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他让我帮忙，我当然

帮忙！”孩子对朋友的理解这个大前提发生了

错误，认为朋友就是要两肋插刀。这时候可以

这样问孩子。

——朋友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吗？

——是的

——某某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这个朋友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财富？

——他经常给你带来麻烦，不能给你真正的

帮助，所以他并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

类比推理模式首先要确认一个典型案例，寻

找眼下发生的事件与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再提

出解决的办法。类比推理经常以故事的方式呈

现，通过讲故事让说服的对象明白某种道理。

辩证推理就是通过对某些观点进行辩证性思

考、质疑、批判而获得的推理。辩证推理可以

参考以下模式：认同性理解——找准对方的逻

辑误区——让对方进入自己的逻辑系统——举

出反例让对方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在我看来，

说服教育本质上也是思维的教育，通过说服锻

炼孩子的思维过程；同时，说服教育还是实践

的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在明白某些道理的同

时，将想法进行内化，最终形成良好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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