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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倾听的教学论意义 ①

袁志友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课堂教学中，教师倾听是指教师敞开自己、虚心接纳学生所表达的观点并主动地通过听去捕捉学生的情感、认
知、态度、思维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使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当前的认知与情感状态，并融入学生的思维世界而

进行有效教学。教师倾听具有浓郁的教学论意义，体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推动了教师角色的转型、促进了交往合

作型师生关系的建构、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基于教师的倾听而形成的倾听式教学是一种具有全新内涵的课堂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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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倾听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师行为；是教师与学生
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以及学生自我的

一种思想的相互碰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性教学。

只有当教师敞开自己、虚心接纳学生所表达的观点并主动

地通过倾听去捕捉学生情感、认知、行为、思维等方面的信

息时，课堂教学将会进入一种有效的教学。达科沃斯教授

也指出，“教师通过倾听获取的信息能够帮助其更全面地

分析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并对他们当前在学习什么，以

及他们可能会走到哪里等形成更清晰的观念。”教师倾听

具有浓郁的教学论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揭示

教师倾听的教学论意义。

一　体现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课堂教学中，仍延续着教师传递

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状态的工业时代的范式。这种

范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忽视或不尊重。

所谓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把学生作为接收和加工信息的

主体、认识客观规律的主体，不断完善自我的认知结构并

获得自身主体性的主体。教师倾听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

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存在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是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

命题。著名的教育学者叶澜教授指出，“课堂教学对教师

而言，不只是为学生的成长所做出的付出，不只是别人交

付任务的完成，它同时也是自己生命价值和自身发展的体

现。每一个热爱学生和自己生命、生活的教师，都不应该

轻视作为生命实践组成的课堂教学。”张光陆老师也指出，

教师倾听是“一种主动地听，这种主动性在倾听与精神生

命的发展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倾听面对的是人的

生命存在，倾听是揭示、回忆和思考人存在的可能性的重

要手段。倾听的任务是领悟被听者。通过倾听，教师领悟

到学生是生命的存在。”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机械地向学生

灌输知识，把学生物化为一个接收知识的容器，或者视学

生为一个被塑造和被改造的对象，遮蔽了学生的生命。教

师的倾听是对学生的倾听，是对生命的倾听；是教师根据

学生的差异性和“情境性”—不同情境下学生不同的生理、

心理的承受力及对知识的理解、创生力度，给予学生展现

个性的空间，倾听学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且具有思维、性

格、认知、情感等因素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的声音。

在课堂教学中，忽视学生生命的存在，把学生当容器

进行单向的强制性的知识灌输，不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

展，甚至可能是一种低效、零效甚至是负效的教学方式。

学生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课堂度过的，课堂是其生命有意义

的组成部分。教师以倾听的方式，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存

在，有利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的

精神生活；有利于学生生命活力的焕发和生命价值的实

现，而这正是个体主体意识得到培育和尊重的重要表现。

（二）尊重学生的人格

学生的人格既是教育的目标，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教

育要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精神，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人

的缺失需求结构中，尊重处于最高层次，即只有满足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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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人格的需求，才能促使人步入成长的阶段。也有研

究者认为，对学生人格的充分尊重是促进学生成长的前提

条件。教师倾听，就是在创设宽松的教学环境、安全的课

堂氛围下，尊重学生的人格，使学生不遭遇、不体验现实和

潜在的恐惧与威胁，让学生产生轻松、愉悦的心理体验，从

而使学生更为积极主动地学习。

事实让，渴望表现但又担心自己受到挫伤、丢面子的

矛盾心理在学生中普遍存在。教师倾听意味把自己摆在

一个倾听者的地位，而学生成为一个有尊严的言说者。正

如有张光陆教授所说的，“教师通过倾听去参与学生的成

长、参与学生创造性的声音”可以设想，当教师以平等而亲

切的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学生会充分地接纳

和接近教师，从而成为一个自信而坚定的学习者。

（三）尊重学生的“奇趣”观点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是最基本的教学原则。思维风

格和思维能力的差异是学生个体差异的重要表现。处于

不同的思维状态与水平的学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奇趣”

观点。而对奇趣观点的倾听则是对学生的特别鼓励，也是

培养学生创造性的重要方式。教师要对课堂中的学生的

各类言说进行“倾听”“串联”与“反刍”。事实上，很多的

学生，正是因为其表达的“奇趣”没有被教师或同伴认同而

感到沮丧，甚至导致自信心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可

能会选择沉默，以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保护自己脆弱的

心灵。“奇趣”观点不是对现有知识的一种简单重述，往往

意味着一种自由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的发生。

毋容置疑，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且学生在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水平，都会有其独特的“奇趣”观点

产生。当然在课堂对话中，教师和学生无需赞同彼此的观

点，而是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奇趣”观点。认同和保护学生

“奇趣”观点的教学策略，有利于学生真实地参与课堂活

动，有利于学生能动性地实现精神的成长及知识的创生，

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从根本上说，尊重学生的“奇趣”

观点，体现了对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

二　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型
教师角色的转型是教学转型的重要标志。通常人们

认为，学生身心发展不够成熟，认知水平、思维方式也不够

完善，所以应当由教师来教育和管理学生。教师在课堂中

所扮演的主要是“课堂控制者”与“知识传递者”的角色。

随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整体转型，教师角

色发生了转型。而教师倾听则对这一转型有着某种推动

作用。倾听意味着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从课堂的控制者向

课堂引导者转变，从知识的传递者向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转变。

（一）从课堂控制者转变为课堂引导者

教师垄断式、灌输式、静态式、独白式的课堂模式是过

去教师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方式，它强调学生对教

师的听，忽视了教师对学生的听，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精彩的观念，同时打击了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

性。随着第八次新课改的实施，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高高

在上的学习内容、学习活动的控制者，而应成为学生学习

的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师倾听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

模式，是指教师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通过创设学

习环境及倾听学生间的情感、认知、行为、思维等信息，引

导学生对教师、文本、其他学生及自我进行独特的理解；引

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评价；引导学生主动的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创造

性的学习等，从而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

（二）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随着知识的急剧增长和快速更新，人类进入了一个瞬

息万变的知识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应当承担起学

生学习的促进者角色。尽管学生身心发展不够成熟，认知

水平、思维方式不够完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也是

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者。然而这一点被大多数教师所忽视，

甚至把教师的任务窄化为知识的传递。于是，教师不愿意

倾听，以失聪的双耳与学生进行“应答式”的交流。教师角

色的转型，意味着教师不能再充当“知识传递者”的角色，

而是把“建构性”、“生成性”、“表现性”教学目标作为教学

的主要任务，担当“学习促进者”的角色。

佐藤学教授指出，“学习是与物相遇、与他者相遇、与

自己相遇的经验，通过与物对话、与他者对话、与自己对

话，展开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旅程，也是学习者重新

建立了与对象世界、与他者与自己的关系，并重新建构了

各自的意义。”当教师告别了做为单一的知识传递者的角

色之后，必然会倾听学生，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有效

地促进学生学习。教师成为学习的促进者，这有利于启发

学生心智、激发学生思考；有利于促进学生理解知识并形

成稳定、扎实的基本功；也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建构知识，

从而使学生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根本转变。

三　促进交往合作型师生关系的建构
教学是在师生交往中完成的，师生关系是教学中一种

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上文中分析了教师角色的转型。教

师角色的转型必然要导致师生关系的重新建构。《学会生

存》指出：“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

教育大厦的基石，特别当师生关系变成一种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的关系时。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由于一方

的年龄、知识和无上权力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的低

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了。在我们当代的教育

界中，这种陈腐的人际关系，已经遭到了抵抗……”教师倾

听推动了教师角色的转型，同时也促进了师生关系的解构

与建构。

传统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控制型和独白型师生关系，这

种关系中，教师缺少倾听。甚至“学生与教师成为相互利

用、互相占有、互相控制的对象。”所谓师生关系的建构就

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以交往和合作为特征的师生关系。

学生的言说与教师对这种言说的真诚倾听正是交往合作

的重要表征，也是这种交往合作实现的基础。这种师生关

系也是以民主、和谐为特征的。“当前社会与教育的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社会进步对创新人才的需要，信息化所带

来的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都显示出对师生关系民主化的

要求。”民主是现代课堂与现代师生关系本质特征，它要求

教师尊重学生的尊严、兴趣爱好、学习风格、认知偏好，鼓

励他们进行自主探究学习。然而“当下师生关系在走向民

主与平等，但同时也出现了疏离和冲突等不良症候”。师

生关系的全新建构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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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倾听使学生在一种信任、尊重、民主、平等、安全

的、宽松的课堂环境中学习，让学生体验知识探究的愉悦。

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变换自己的角色，帮助学生释放精神

世界中的各种负荷，排除师生交往中的各种顾虑。这正是

新型师生关系所要求的。总之，基于教师倾听而构建的交

往合作型师生关系，不仅淡化了教师的权威意识，拉近了

师生之间的距离，缓解了课堂教学中的冲突等不良现象，

而且有利于学生发出真实的声音，从而使学生更有效地融

入课堂教学。

四　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的有效性及其保证是当前教学论的一个重要议

题。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人们往往认为，知识的记忆与

复述是教学有效性的重要评价指标。教学的有效性不能

忽视知识的传授效率，但是反过来，知识的传授效率并不

是教学有效性的全部真实内涵。毫无疑问，在２１世纪“知
识爆炸”的今天，学生知识的建构、知识的生成应该成为教

学有效性的重要评价指标。教师倾听式教学实质上是教

师敞开自己，并站在学生的角度思学生之所思的一种反思

性教学。正如佐藤学教授指出教师倾听是“通过倾听，一

方可站在另一方观点的基础上去思考，并形成两方面思维

和经验的连锁，从而将学习和合作引向深入，实现师生间

彼此经验和知识的共通。”从整体上看，教师的倾听对教学

有效性的保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高知识的传授效率

当下，部分具有开创性的教师正在进行着“宁静的课

堂革命”以挑战传统课堂的模式，他们毅然走上了倾听的

道路。尽管如此，也有不少教师在拒斥倾听。在他们看来，

为了保证教学传递效率的最大化，教师倾听式教学是低效

的、无效的甚至是负效的。于是，有教师经常先入为主，打

断学生的发言，全然不顾学生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

习者，使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知识的状态。然而知识的传

授效率大部分取决于学生对其知识的内化程度。这种内

化无疑是基于学生对教师、对其他同学及文本解读的一种

独特的理解。教师倾听学生的心声、尊重学生“奇趣”的观

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促进他们原有的知识经验与当前教

师传授的知识进行加工、重组和改造，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内化，从而提高知识的传授效率。

（二）促进学生新知识的生成

建构主义知识理论认为，语言可以赋予知识以客观的

形式，通过语言便可以实现知识在人们之间的传递。知识

的获得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的过程，知识的意义不是既定

的，而是不断建构、不断生成的。教师通过对学生的情感、

认知、思维和行为的倾听，尽可能觉察到知识建构的迹象。

课堂教学必须建基于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之上，而学生的

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观念的独特性，教学的目的

或价值就是帮助学生在原有观念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更精

彩的观念。只有当教师充分关注学生的精彩观念，捕捉学

生瞬间的智慧火花，学生才会渴求学习，主动建构自己的

知识并以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信息主动进行筛选、消化、

吸收，成为真正的学习者；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新知识的

生成并使学生发生“内在逻辑的变化”。

五　结　语
教师倾听教学，不仅让学生在集体中相互交流情感和

表现个性特征，还有助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

形成。倾听式教学无疑是对以独白和控制为特征的传统

教学模式的一种颠覆。教师的倾听是对学生情感、思维、

态度、认知信息的倾听；是教师行为习惯的一种宝贵品质

的教学倾听。它有助于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更

是教师通过倾听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有效提高教师的传

授、学生知识的生成效率，从而摆脱“教书匠”的束缚。这

种颠覆传统教师角色的模式，拉近了教师和学生彼此的距

离，实现了师生间知识的汇聚、思维的“交锋”即情感的融

合，有利于教师角色的转型；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不断地发

展并实现其自我发展的内在过程，有利于构建交往合作型

的和谐师生关系以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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