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４

关于师生冲突的案例分析 ①

宁雅舟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通过一个课堂师生冲突案例的引入，分析了师生冲突的内涵、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建议。师

生冲突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冲突双方如果能够互相理解、体谅，转变自己的信念和认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能

有效减少破坏性的师生冲突，或者将破坏性师生冲突转变为建设性的，从而改善师生间的关系，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使

整体课堂环境更和谐、自由、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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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学生和老师的冲突事件屡见报端。学生和老师，这两个社会角色，本应是互相尊重、互

相帮助、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依存的，可近几年，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激化，冲突越来越频

繁，社会也越来越关注。

１　课堂师生冲突案例简介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９点半左右，某中学高二学生周同学与另一男生在上英语课时低头玩手机，被正

在上课的英语老师发现后，要求周同学站起来，并走到周同学身边，从他课桌里摸出手机直接摔向地面。

不知是老师觉得不解恨还是什么原因，老师把地上的手机捡起来，连砸了３次，直到手机屏幕粉碎，后盖
与机体分离。据悉，这部摔坏的手机，是周同学过年刚买的。对于该英语老师的行为，大家众说纷纭，学

生认为有点过，李同学是周同学的同班同学，他说，此前，学校和老师多次强调，学生上课不能玩手机，也

收缴过一些学生的手机，但收缴的手机全都放进了学校德育办的保险柜，“砸手机还是第一次”。“上课

玩手机确实不应该，老师可以没收，这也是保证课堂纪律，为了大家好。”李同学说，在他看来，把学生的

手机砸了还是有点过头，“我们很多同学都这样认为”。

２　师生冲突的内涵及研究的迫切性
冲突是任何至少两个的统一体由一种或一种以上对抗心理关系形式或至少一种对抗性互动关系形

式连接起来的社会情况或社会过程。师生冲突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因为资源多寡、地位、目标、价值观等

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直接的、公开的，旨在遏止对方并实现自己目的的互动过程。师生冲突的类型按照

冲突发生的导火线可以分为教师过错冲突和学生过错冲突；按冲突发生的场所可分为课上冲突和课外

冲突；按冲突的对象可分为师生个体之间及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冲突；按冲突发生的持续时间可

分为持续性冲突和偶发性冲突；按冲突对群体及组织的影响可分为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按是否使

用自媒体可分为线上冲突和线下冲突［１］。该案例中的冲突属于学生过错冲突、课上冲突、师生个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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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偶发性冲突、破坏性冲突、线下冲突。

冲突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良性的冲突可以使师生双方在火花碰撞中找到更为

和谐的相处方式，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交流中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可以一起在革新中进步。科塞

把这样的冲突称为群体的“安全阀”。而恶性的冲突会阻断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会阻碍教学的正常进

行，降低教学效率，破坏班级整体凝聚力。研究师生冲突的成因和对策变得迫在眉睫，如何将恶性冲突

变为良性冲突，如何减少冲突，如何应对冲突成了研究的一个重点。

３　师生冲突产生的原因
３．１　需要的缺失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有几种最基本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

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需要的层次越低，它的力量越

强，潜力越大。在低一层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会出现高一级的需要［２］。在物质能够满足温饱，社会

和平稳定的当代社会，课堂上，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基本都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不会成为冲突的动机，于

是，人们开始追求爱和尊重的需要。

因为教师的社会角色的特殊性，他对于尊重的需要可能会更为明显。社会赋予教师更多的期待和

权利，教师和学生本身的实力悬殊，长久以来形成的尊师重道的理念……当教师的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

的时候，当教师的权威受到学生挑战的时候，教师可能会更加接受不了，从而诱发冲突动机。

学生也同样有爱和尊重的需要，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关心。他们不再是被动学习的状态，他

们希望拥有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氛围和环境［３］。他们希望被认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被看见，希望

被温柔的对待。当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采用激烈的方式索取、表达、宣泄。

３．２　认知的歪曲
艾利斯的ＡＢＣ理论认为，人们的情绪和行为Ｃ不是由刺激事件 Ａ引起的，而是由人们对刺激事件

的信念、想法、认知Ｂ引发的［４］。所以，根据ＡＢＣ理论，认知和信念才是导致行为和情绪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社会角色的定位，社会阅历、社会资源的多寡，年龄的差异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期

待还是由社会文化观念内化的教师自己的认知，普遍还是存在教师本位论的，一部分教师对学生存在刻

板印象：认为学生的本质就是叛逆、调皮、不懂事的，尤其是对差生的偏见更甚。一部分教师认为对于

“顽劣分子”，只有高压政策和以暴制暴才能奏效，“驯服”他们。存在以上认知的教师很容易把自己放

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在不了解事情的经过和原因前就草率的判断并做出反应。这部分教师很容易和学

生冲突，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可能被整个学生群体孤立。案例中２个同学都在玩手机，而英语老师只
训诫了一个同学，这其中就可能存在认知的偏见。

由于个别老师的行为不端、专业素养不足，从某种程度损坏了教师的形象，使得部分学生不相信教

师。其次，地位和实力的不平等，社会角色间本身具有的矛盾和冲突使得部分学生认为教师是对立面的

人，他们对教师也存在刻板印象：认为教师是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存在以上认知的学生，容易放弃和

教师的沟通，直接把不满通过过激行为表达出来，也容易歪曲教师的用意，将小事放大，扩大矛盾。

３．３　情绪调节能力薄弱
一种短促的、爆发性的、强烈的情绪状态是激情，冲突双方通常都是处在激情的状态中。激情状态

下的人通常会出现“意识狭窄”现象，控制激情，调节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教师中科任老师比班主任更易与学生发生冲突；女教师比男教师更易与学生发生冲突；

中青年教师比年长教师更易与学生发生冲突［１］。女性和青年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易激怒，

较不理智。容易采取一些不利于事件平息的应对方式，扩大事态［５］。尤其是青年教师面临各种各样的

压力，如职称压力、适应压力、成就压力等，这从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

青少年的情绪的特点主要是半幼稚、半成熟的。他们的情绪有时是强烈而狂暴的，同样一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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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情绪反应强度相对要大很多［６］。而他们的意志力还没有完全成熟，控制能力较差，情绪调节能

力较差。青少年具有一定的闭锁性，对外界不信任，导致情绪没有合理的宣泄，没有积极寻求社会支持，

也减弱了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内在和外在的压力，如自我统一性的形成、成人

感和半成熟的矛盾、烦恼的增多、学业和人际关系压力等，也加剧了他们的情绪负荷。

４　正确应对师生冲突的策略及建议
４．１　互相体谅、理解，使用黄金规则

所有人都有爱和尊重的需要，所有人也都有给予别人爱和尊重的能力。黄金规则就是像你希望别

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多一点尊重别人，多一点关爱别人，就能

避免冲突。上述案例中，学生如果能尊重教师的辛苦教学，尊重教师的意见，就能顺应学校和教师的规

定，避免出现上课玩手机的行为。教师如果能够尊重学生，就会采取更为柔和的方式，用爱的教育去温

暖和感化学生，有时一个眼神、一个轻抚、一句善意的提醒就能解决问题，就不会出现师生冲突。

４．２　改变扭曲的认知，重新理性的认识彼此
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学生观，首先确立师生关系平等的观念，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真正从内心去

了解、关心、爱护学生。然后要公正看待学生，相信学生的本质是可信赖的，相信学生有自省、自我促进、

自我转变的能力。最后改变以暴制暴观念，找到与学生有效沟通的方式。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应该在发

现学生玩手机后，认真了解一下学生用手机具体是在做什么，是做与上课无关的事还是只是用手机软件

查单词，而不是武断判定学生一定是在玩；如果学生确实是在做无关的事，教师可以善意提醒，很多学生

在接收到教师的提醒信号后都会有所改变；课后还可以找两位学生认真沟通，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听

取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建议，虚心接受意见，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吸引力，用丰富的课堂教学手段吸引学

生注意力，减少学生课堂不良行为的出现。学生应该转变敌对意识和反抗意识，采用积极主动沟通的方

式来处理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相信教师的本质是可依赖的。案例中，学生应该主动认错，主动跟教师沟

通自己的想法、意见。

４．３　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研究表明，教师的责任心、教师教育观念、教学效能感、个性、工作满意度、情绪调节策略均对课堂情

绪调节能力有影响［７］。可以通过提升以上这些影响因素来改善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通过积累教育

经验、拓展自身的知识、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来改善情绪调节能力［８］。学生可以通

过自我暗示、放松、转移、合理宣泄等方式来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与依恋、父母情绪管

理、人格、一般自我效能感息息相关，可以通过家校合作有效提高学生情绪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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