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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之爱 从“倾听”开始

瓦子中学 李晓兰

【摘要】

倾听学生心声，提高教学质量，共促学校发展。倾听的教育方式，要求学校

和老师进行耐心、尊重、平等的倾听教育，这不仅要倾听学生的“心声”，还要

倾听学生家庭的“心声”，更要倾听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心声”，汇集的“心声”

助力于推进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班主任管理班级和学生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倾

听，倾听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倾听学生所想，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结合

教育规律，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最终体现班主任

的引导和教育价值。在面对学生、家长多种形式的“倾诉”时，班主任应该注意

合适的地点，注意倾听态度，形成完全、全面的倾听，才能找到引导学生发展的

内在依据，才可以使教育工作有的放矢，同时可以更好的缓解和预防学生心理疾

病，做好心理教育。我自己从事了六年在班主任工作，我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倾听不仅能培养学生敢于说话、善于说话的本领；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社会适应性，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更能促进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

另外，善于倾听更是老师师德水平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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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主任工作中，只有做到科学的倾听后，才能形成“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合作者、引导者”这样一种意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倾听才能了解学生所想，了解学生特长，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学校学

习中感受到温暖。学校和老师在倾听中不断探索新的教育形式，不断创新教育方

式，促进中学教育良性发展。

一、立足学生特点，倾听是尊重学生的重要体现。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工外出务工，我校作为农村初中，一直存在大

量学生长年跟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现状，留守儿童最大问题便是缺少父

母的陪伴与关爱。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我对学校各年级和各班进行初步统计：每

班留守儿童达到 70%，最高已接近 80%，父母离异 40%，且单亲家庭居多。这些

现状导致孩子们不愿与家长老师交流，性格孤僻内向，与同学不能和睦相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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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作为班主任与每一个孩子的相遇都是一种缘

分，能给予学生更多关爱，尊重学生的人格，用爱心与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心

心相通，心灵交融，这样才能取得学生的信任，才能做好班级工作，对每一个孩

子给予爱心与关爱便是从耐心的倾听孩子的心声的开始。

尚文指出：“对话不仅仅是发言，也包括倾听，而且首先是倾听，倾听才是

关键。”他的话告诉我们，倾听是实现师生对话进而使教学缺德实效的关键，教

师和学生都必须学会倾听。作为班主任工作者的我们更应该真诚地倾听孩子的心

声，一旦教师转向学生开始倾听，就意味着迎接和接纳：不是把学生作为学生来

接纳，而是把学生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来接纳。这种接纳也表明了一种真诚的平

等和尊重，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平等，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

二、班主任工作中，倾听是了解学生的主要途径，优化和创新倾听方式至

关重要。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教育的促进者。班主任工作中想

要走进学生生活，与学生接近距离，进而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让孩子们为你打开

心扉，会使班主任管理更得心应手。更能保护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初中是孩

子青春懵懂，情感需求发生大改变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女孩子，心思变得敏感而

细腻，平时一向开朗性格大大咧咧，不知不觉会变得心思沉重。上课注意力不集

中，无心学习。在日常和学生接触中一定要把学生的心理健康视为自身的责任。

下面我先讲述在班主任工作期间的一个案例：

班上一学生刘 XX 同学，作为班长不仅乐于助人，热心班级事务，更是老师的力助手。

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在一次月考中从年级前 10 名掉落在 50 多名，明显作业应

付，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走神，工作拖沓等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月考后成绩分析第一

个找她谈话。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孩子却低头不语。在教室外面站了近半个小时，

我从教训她不努力学习有多错、她父母有多不容易谈到她的前途有多么重要.....

不知不觉一节课讲苦口婆心的我说的口干舌燥，感动了我自己却丝毫没感动到她，最

后这孩子面无表情给我留下一句：“老师我觉得我在努力学习，我已经尽力了。”一瞬间

火从天降，对这孩子除了失望便是无奈。伴随着下课铃声，抑制住狂躁的情绪让她回到了

自己的位子。

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久久不难平静，晚自习再一次找她进我办公室。这一次我不再是

主讲，而是让她坐下，讲讲她最近的变化想法，以及出现的问题。一个小时过后，让我重



3

新认识了这个 15 岁的孩子。第一次在我面前放声大哭，委屈与伤心的泪水让我到今难忘。

15 岁的她心中装满的全是委屈和伤心。由于妹妹身患重病，父母离家带妹妹治病，从 12 岁

开始留她独自在家，父母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爱放在妹妹身上。母亲又是家教特别严格，批

评多于表杨更少有鼓励。让孩子误以为父母只爱妹妹，嫌弃自己。因此和班上一男生谈起

了恋爱，把学习放在脑后.....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首先是与家长沟，转变对孩子态度。正确引导早恋问题，通家校

结合一个月不到，孩子明显有改善。慢慢回到正常生活学习状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让

自己越加优秀，期末被评为市优秀少年。一个小时的倾听让我对班主任工作发生了新的转

变，从之前的听而不闻变为主动倾听。

在之后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利用家访，到宿舍看望学生，课间，午自习，甚至

他们在教室吃饭的时间同每一位学生交谈，与学生拉家常等多种形式，走进他们

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灵。当我们互相倾听，当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平等、和谐的

关系时，他们会主动而积极的找我们倾诉，倾听也就成为我们与学生沟通的主要

途径。

三、努力提升自己与学生、家长在沟通能力，用爱在方式进行倾听，让学

生愿意向老师诉说心声，这是班主任工作的必修课。

作为班主任，一个班级不仅事务繁杂，管理头绪多，还要从每日的纪律、卫

生、劳动、学习、参加各种学校活动，等等。渐渐的班主任工作让我们充当着训

示者的角色，我们的意识心态发生着改变。冥冥之中把自己当成了领导者，监督

者，管理者，评判员。现实中，特别是班主任老师与学生形成了不太容易沟通的

世界。约翰·洛克说：学生把我们的一些教师当成“惊吓鸟儿的稻草人”，见了

就跑。在班主任工作中不难发现，孩子对于班主任就是老鼠见了猫。

班主任处于教育者、领导者、管理者的地位。往往我们容易对“问题学生”

出现偏见，最终导致教育行为失当。最初我面临“问题学生”心中只有一个念想

——“狠”，作为女班主任认为必须压服他们，定要把他们的锐气“磨平”，却

使得师生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与冷漠。这才让我认识到采取强制管理，迫使学生

服从，师生间缺乏心理沟通，学生逐渐形成屈从和回避的心态，个性长期处于压

抑状态。

在某些具体事件的管理中，存在简单粗暴的方式，过分强调学生服从，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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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不满。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成教师、对家长普遍抱有成见，主要以逆

反心理的形式呈现。面对中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殊心理现象，首先是与学生进

行有效的沟通，耐心平等去倾听“问题学生”心中所想，关心学生心中所惑，进

行一场没有激烈的言辞争锋，仅有温和的细语疏导的爱心倾听。现在我向大家分

享一个班主任经历中的案例：

代某因父母离异，父亲教育方式粗暴、爱赌博等家庭原因，性格十分叛逆。不完成作

业、课堂睡觉、早恋等行为一直在各科老师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自然在我

这个班主任眼中也认定了是个无药可救的“问题学生”。一天午自习巡视，发现代某满脸

通红，一身酒气。面临这位“问题学生”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学生中午定是喝了不少酒，正

想训斥并告知家长。却感觉他要为自己辩解什么，因此让班委扶他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处

理完班上事务，便问忍住怒火问他“为什么喝酒？”他小声说“我没喝酒”。我又问“没

喝酒哪来的酒味？”他低头说“中午回家喝了奶奶煮的米九丸子，因为饿了喝了两大碗”。

经过询问家长，得知事实原委。此时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责骂、处罚学生。

试想当没有耐心倾听，孩子心中的多委屈。

所以说听别人说也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情怀，不能以有色眼镜去看待学生、

看待世界。由此来审视我们的班主任工作，我们会发现我们基本上垄断了他们的

话语权，家长也更最多的教育语言便是“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要听老师的话

哦.....”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听老师的教导。养成了单方面的倾听，但朱小曼教

授指出：“新时代的新文化是互补互生的文化, 是交融出来的文化. 因此成人对

待儿童的最聪明、 最明智的方式就是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和相互补

充”。

这就要求我们老师，要留给孩子足够的表达时间，并且带着朋友般平等热忱

与亲切来静听孩子的倾诉；更要耐心地去触摸孩子情绪的变化与温度，去倾听他

们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以民主的精神去培养一代代新人，让班级中每一员都

是班级的主人。因此真正的倾听意味着一种平等、尊重，是与学生之间心与心交

流，是班主任工作中的必修课。

四、学会倾听学生心声，是班主任师德水平提高的助推力。

在实际的班主任工作中我们容易走进一些误区，形成自我评判性与主观过性

的倾听，更严重出现错听和漏听，病态和虚假的倾听。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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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更是违背了班主任的职业道德素养。

亚里士多德曾说：“谁在倾听，也就随之而听到更多的东西，即那些不可见

的以及一切人们可以思考的东西。”倾听能是我们获取出乎意料的多种有效信息，

或者是对迷惑的问题豁然开朗，或者是对多的东西拨乱反正，更或者是对视如平

常的地方重新认识。当我们以客观、公正、平等、谦虚、专注的态度去倾听学生

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学生心中每一个疑难问题，对生活学习不同的见解，使班

级成为学生们平等和谐，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优秀集体。科学正确的倾听学生

的心声是班主任师德水平的体现，还能使教师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及应

变能力得到锻炼，促进我们教师自身的成长，也是教师幸福人生的一种境界。在

班主任工作中善于倾听就是一切耐心、关心以及爱心融合而生的美德。

五、家校沟通，学会倾听家长和社会的心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共促学

校发展。

教育的“三位一体”要求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协调。作为班主

任如果你只重视学校教育，只关心学生，这样的教育只能是工作日教育，周末教

育便与你无关。更无法得到家长的支持与理解，此时就要求我们与家长加强沟通，

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沟通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耐心，尊重，平等的

去倾听家长的心声，倾听家长心声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与家长心灵碰撞灵魂交

融的过程。

学生心理健康一半来自于学校，另一半便来自家庭。健康的家庭是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父母离异，或感情不和的家庭，孩子往往会出现不自信，

早恋，没有安全感。长时间的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照顾及父母溺爱者往往会出现

无担当，没有责任心，对未来迷茫，等等现象。倾听家长心声，可以了解学生生

活状况，家庭成员及特征，可以看到学校以外学生的不同一面。

班主任在平时工作中，与家长沟通就要去了解家长的疾苦，加强沟通班主任

工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知道他们对自己孩子老师在想什么，做什么，对自已孩

子想什么，做什么。才能达到理解和感受家长内心，有时家长的疾苦也是老师的

疾苦，家校结合才能对症下药，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

在学生管理中，倾听家长心声也理应成为班主任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动态

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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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班主任工作是复杂和繁重且艰辛的，但同时也是温馨而温情的。在班级

工作中不仅要乐于倾听，更要善于倾听，要听“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在倾

听中应认真揣摸和分析其表达实质，推断出学生的未尽之意，这样才能真正理解

学生的意图。老师在听学生讲话时，应尽量为“理解”而倾听，而不“是为评价”

而倾听，既让学生得到适当的关注，又让其可以畅所欲言。同时，我们教师切忌

简单处理或草率评价，把自己观点强加于学生。教师善于倾听，必将给自己的教

学带来生机。在倾听中交流，在倾听中沟通，最终实现教学相长，共创幸福。这

便是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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