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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生活中，班主任是学生发展
的“重要他人”，起到相当重要作用。“从
心理学的角度看，班主任应该有三重角
色，都与儿童心理成长密切相关。”宁波
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张林谈了班主
任的角色定位。

他说，学生在刚跨入小学校门时，班
主任最先扮演的是“亲和角色”，给予

“妈妈式”的关心、关爱。但融洽的班级氛
围离不开规章制度的建立，这时班主任
变身“引导者”，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科学
的班级制度。当制度外的突发情况出现
时，又成为一个有威信的“评判者”，帮助
学生树立是非观念。

在有了清晰认识后，再来谈谈班主
任有效沟通这件事。“有一种社会心理效
应，叫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教师对学生
的殷切希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的
现象。”张林赞同与学生沟通中要真诚，
用鼓励的方式让学生相信自己的潜质。

他还提到“三明治沟通法”，人都喜
欢得到赞美和肯定，因此在给别人善意
的建议时，应先肯定学生的长处，再明确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用精神激励的方
式，给予学生更多尊重、希望、支持。沟通
中的语言行为要把握好“度”，尽量以侧
向而坐交流，避免喋喋不休地说教，不加
大对方的心理压力，让学生愿意开口表

达自己的想法。
由于农村的留守儿童大多是隔代教

育，有的家长把学校当“托儿所”，只要孩子
哪里“不对劲”或“不称心”，就会归咎教师
或学校失职，这让不少班主任倍感压力。

提问环节，张林也在现场支招，与不
同类型的学生家长沟通时，班主任要懂
得灵活应变。完全由祖辈照看孩子的家
庭，在教育孩子上可以更加关注细节。建
议班主任多上门家访，面对面交流；对父
母对孩子教育还比较上心的家庭，建议
班主任通过短视频、语音等现代通讯设
备多联系，不定期反馈孩子在校表现，获
得信任。

学生听不进话，与家长交流又成了“告状”

这场论坛探寻有效沟通密码
让班主任工作更出色

■“甬有优学·2022教科节”系列报道

“为什么反复强调

一个问题，学生却根本

听不进去”“与家长交流

沟通，对方总是焦虑不

安，总觉得我是来‘告

状’的”……这些班主任

工作常会遇到的细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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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上午，甬

上直播间聚焦班主任沟

通艺术，开设“山海牵

手：点亮远方的童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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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幸福成长促进计划

的活动之一。

现场邀请到宁波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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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纷纷为专家提出的沟

通方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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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记者 樊莹

“三明治沟通法”给予学生更多尊重和支持

宁波市骨干班主任、象山县实验小
学德育主任史蓓蓓也表达类似看法。她
认为，班主任与家长沟通，更多的是一
种情感支持，是表达尊重和信任的交
流，努力让家长成为教育的同盟军。

然而，管理学生仅仅依靠班主任是
远远不够的，班主任作为一个班级的主
导者，有义务和搭班老师们交流，一起
携手努力，帮助班内学生健康成长，也
是日常班主任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史蓓蓓说，班主任和搭班老师们都
是同一个班级共同体，最终的目的都是
为了班级学生健康成长。所以，班主任
和搭班老师们之间的关系，心理学效应

叫“自己人效应”。在教育生活中，班主
任可以分别从班主任、学生和家长三个
视角和搭班老师沟通。

从班主任的视角，日常与搭班老师
勤沟通。每一次“遇见”都是沟通的机会，
可以聊聊最近班级发生的事和班级的孩
子。跟搭班老师说话的时候，要多用“我
们班”，而不是“我的班”，同时，班主任要
维护好各科搭班老师之间的愉快合作关
系。出现拖堂或是学科作业布置失衡等
情况，由班主任牵头，各科老师之间互相
沟通协调，来促成班级良好有序的教学
秩序和适量、有效的课后作业。

从学生的视角，平时邀请搭班老师

多参加班级的各种活动，多创造和利用
机会让搭班老师和班级学生多交流。比
如一起去班级种植园过丰收节，要多请
搭班老师来尝尝孩子们的手艺。班级每
月的集体生日会，例如9月生日的孩子和
9月生日的搭班老师一起过生日，大家一
起吹蜡烛，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
我们要让搭班老师在班级教育生活中
有参与感，为班级奉献自己的力量。

从家长的视角，班主任平时在家长会
上或在与家长的日常交流中，要多宣传本班
搭班老师的优点和成绩，要多传达家长对搭
班老师的欣赏，也要向家长传达搭班老师对
学生的表扬和喜爱，才更有利于班级管理。

“不少班主任对‘家校沟通’的理解
存在偏差，错误地认为跟家长告状就是

‘沟通’。还有的班主任，以教育权威的
姿态说教，又或者缺乏沟通经验地闲
聊，‘聊’得不得法，反而事与愿违。”宁
波市教科所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研究员
周雪燕认为，要使家校沟通更富实效
性，应以尊重为前提，合理运用心理“共
情”技术与家长沟通。

“班主任可能都碰到过家长三番五
次找上门要求换座位的事儿。大多数家
长都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想当然地觉
得他们期待的那个座位就是最好的。有
的希望坐在第一排，有的希望坐在某个
成绩优秀的孩子旁边，有的家长不想让
孩子坐在靠近墙壁的位置上等等。老师

该怎么处理呢？”周雪燕抛出了一个常
见的问题。

周雪燕说，“共情”中有个“判断抽
离”的技巧，也就是在谈话中与家长“将
心比心”，以尊重来换信任，以理解来促
进反思。班主任应引导家长认识到自己
要求的不合理性，引导他们从班级的实
际情况考虑问题。

周雪燕建议老师们可以这样说：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表明我们
有很好的沟通的基础。我知道您尽了最
大的努力来分析孩子坐在哪个座位可
能会对他最有利，说明您对孩子的教育
和成长十分关注。但是，您只是从您的
视角出发来考虑孩子的座位问题可能
不够全面。请放心，我们会观察孩子在

学校里的真实情况随时调整座位，尽可
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最好的照顾。”

还有的家长主动找到老师，要求给
孩子换座位。家长的理由是孩子的同
桌，经常随便拿孩子的文具，影响孩子
学习。对于这类投诉，班主任千万不能
随意下结论，而应用上“具体化”技术全
面了解问题的真相后再做出判断。通常
可以说：“您可否说得具体一些？”“您可
否举个例子？”通过家长具体描述、谈
论，以助对方理清思路。

“家校沟通是一门艺术，也需要一
些技术。要提高沟通效率，就必须绕过
人们内心存在着的各种‘过滤网和围墙
’，学会共情式沟通无疑是最快捷的办
法。”周雪燕说。

合理运用心理“共情”技术 使家校沟通更富实效性

“自己人效应”管理班级 三个视角和搭班老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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