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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相互平等的关系，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当受到交

往对象的尊重。而以维护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的教

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个

性等，更应该是一件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谓尊重 学 生，就 是 把 学 生 当 成 一 个 具 有 独 立 人

格、个性，富于主动性和发展性的个体来对待。教

师只有尊重学生，才可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师生之

间才可能形成一种融洽的心理关系。如果我们的教

育离开了尊重这一起码的基础和前提，那一切教育

教学活动，包括课堂教学活动不仅是低效的，而且

有可能是无效甚至负效的。

一、尊重的内涵及课堂教学中

尊重学生的意义

（一）尊重的内涵释义

尊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或使用的一

个概念，如 “尊重老师”、 “尊 重 自 己”、 “尊 重 生

命”、“尊重知识”、“尊重自然”等。那到底什么是

尊重，如何理性、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尊重的内涵并

且将其体现于个人日常的行为当中呢？还需要我们

从学理上作一定的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对尊重的解释是：（１）尊敬、

敬重，如尊重老人，互相尊重。（２）重视并严肃对

待，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３）庄重 （指行为），

如放尊重些。［１］在英语世界中，根据 《斯坦福哲学

百科 全 书》，尊 重 （ｒｅｓｐｅｃｔ）一 词 来 源 于 拉 丁 文

ｒｅｓｐｉｃｅｒｅ，意 思 是 “往 回 看 （ｔｏ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ａｔ）”、
“再看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ｇａｉｎ）”。尊重表示主体对客体理解

的一种特定模式，根据其对客体的知觉做出一种恰

当的回应。尊重的核心是给予客体注意和适当的关

注，这意味着试图要清晰地看清他，依客体本身，
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一个人自己的理解、愿望、恐惧

等过滤器来看他。［２］

在心理学研究中，尊重是指一个人对其他人的

态度。国内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尊重，认

为尊重包 括 了 认 知、行 为 倾 向 和 情 感 三 种 心 理 成

分。尊重的认知成分是指一个人看待他人的视角和

对共同人性的认识。尊重就是把人看作和自己是一

样的人，看作是一个自由、独立、完整，有其独特

的天性、人格、尊严的人。尊重的行为倾 向 是 指，
个体将以什么样的行为示人，包括积极方向和消极

方向。积极 方 向 是 指 把 他 人 看 作 是 跟 自 己 一 样 的

人，就要平视他；把他看作是一个自由、独立、完

整，具有独特的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就要对他

的这些天性予以接纳，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看待他、
理解他、宽容他，让他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消极

方向是指对自我喜好的自我控制和行为约束，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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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兴趣、爱好、意志强加于他，不命令他，不

否定他的价值，不把他当工具利用，不蔑视他，不

嘲弄、挫败他等等。尊重的情感成分是指伴随这种

认知和行为倾向过程的情绪情感体验。一是消极的

情绪体验，因为尊重本身包括对自身喜好、自我中

心的约束。二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当把尊重看成是

一个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体现时，感受到的又是

一种愉快的情绪高涨的满足感。［３］

在伦理学研究中，尊重是一个和道德息息相关

的概念，其内涵经历了由传统的德性之维向现代的

规范之维 发 展 演 化 的 过 程。从 传 统 的 德 性 之 维 而

言，尊重往往是个人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

人道德人格的起点和基础，更是个人道德行为能力

的具体表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作为一种德行，
尊重 是 对 自 我 主 张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和 自 我 贬 低

（ｓｅｌｆ－ａｂａｓｅｍｅｎｔ）之 冲 动 的 道 德 控 制”。［４］而 从 现

代的规范之维而言，尊重则是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

的基本要求和约束，即要求我们要自觉约束个人的

相关社会行为，对有关对象的事实和价值给予承认

和评价。具体而言，作为规范的尊重，首先包含着

对道德行 为 人 应 当 尊 重 什 么 样 的 对 象 的 规 定。其

次，包含着对道德行为人选择何种态度和行为以表

示尊重的规约，即涉及到道德行为人对于被尊重对

象的道德责任。最后，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某种

道德关系和道德共同体的建构和实现。［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作为普

通概念的尊重，还是作为心理学或伦理学研究视域

中的尊重，其基本要义在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

规范，即把他人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完整

的、具有独特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并且对其价

值、能力、行为等表示承认与认可，其中也伴随着

赏识、赞扬、佩服、肯定、支持和高度评价等。
（二）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的意义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最主要的表征形

态和运行方式，也是教师和学生建构自己的精神世

界和意义世界的最主要的活动形式，更是教师和学

生作为独立的 “主体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对话

的真实过程。因此，教师在课堂中的一切教育教学

行为都不应该忽视学生作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能动性

的主体的存在。“尊重学生”是对教师课堂教学行

为的基本 规 范 和 约 束，是 教 师 高 尚 师 德 的 重 要 内

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充分地尊重学生

的人格、尊 严、个 性，体 悟 和 理 解 学 生 的 心 理 感

受，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才能真正做到教书

与育人的高度统一，进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与和谐

发展。
同时，尊重学生也是课堂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是学校教育教学目标能否实现的影响因素。
课堂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互动、对话及交往的过程，
其目的在于促成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实践证明，
只有学生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当中来，才有

可能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学生真正的参与，不仅是指学生 “身”在其中，更

是学生 “心”有灵犀。只有学生身心同时参与课堂

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教师与学生真正意义

上的心与心的交流、互动与对话。然而，课堂教学

过程中要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其中，前提条件是教师

对学生的尊重，即把学生当作真正独立的个体人来

看待和对待。传统上我们往往忽视了课堂教学中学

生的主体性地位，把学生当作是任教师摆布的客观

存在物，甚至有个别教师将学生看作是装知识的容

器，教师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学生进行机械地灌输。
其实，只有 教 师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真 正 做 到 尊 重 了 学

生，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课堂教学才有可能

成功，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的内容

当然，尊重学生不是一句空泛的教育口号，也

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的教育观念。它必须体现

在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及过程中，体现在教师具体

的教育教学行为中。就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而言，
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学生意味着教师不体罚学生

长期以来，学生被看作是没有独立性、主体性

的存在，处于成人的从属和依赖地位。整个社会并

没有把青少年儿童看作是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生命

存在，因而导致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儿童的兴趣与

需要，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实，学生是人，作为人来说，其首要的权利

是生存权。生存权是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权

利，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前提。任何人出生后即获得

了生命权，享有生命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儿童有

生命安全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目前，世界各国都

非常 重 视 儿 童 权 益 问 题，并 制 定 了 相 应 的 法 规。

１９５９年联合国通过了 《儿童权利宣言》，１９８９年又

通过了 《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１８岁以下的

任何人都是积极和创造性的权利主体，拥有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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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发展和充分参与社会、文化、教育、生活以及

他们个人成长与福利所必需的其他活动的权利。我

国作为 《儿 童 权 利 公 约》的 缔 约 国 之 一，在 履 行

《公约》的同时，在相关法规中也对青少年儿童的

权利及其保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 《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１５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

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

童实施体 罚、变 相 体 罚 或 其 他 侮 辱 人 格 尊 严 的 行

为。”
因此，课堂教学中，儿童生存权的保护首先就

要求教师不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体罚作为一

种具有严重病理性的教育行为和方法，在大多数国

家里都被宣布为违法行为。虽然我国政府也多次明

令禁止教师 在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 体 罚 或 变 相 体 罚 学

生，但是在具体的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

着个别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曾经有媒

体报道过竟然有教师命令学生吃苍蝇，教师用钢针

穿学生鼻孔等极具变态的体罚学生行为。甚至有些

教师还认为对学生的 “体罚”是教师对学生负责任

的表现，也是教师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选择，谁叫学生不听话呢？之所以体罚，是学生自

作自受、罪有应得。
（二）尊重学生意味 着 教 师 维 护 学 生 的 人 格 尊

严

学生不仅是人，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

的个体。学生是有思想感情的个体，意味着学生具

有自身 独 立 的 人 格，他 有 自 己 的 需 要、愿 望 和 尊

严。而这一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求得到教师无

条件的认可和尊重。因此，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

师对学生的尊重还包括着教师认可、尊重学生的人

格尊严。
其实，每个学生都有比较强的自尊心，而学生

这种自尊心在同伴面前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一个

孩子在同伴面前丧失了自尊心，他 （她）今后有可

能永远都抬不起头。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

爱憎分明。每次发考试卷的时候，对考得优秀的学

生，老师 双 手 将 试 卷 递 给 学 生；对 考 得 一 般 的 学

生，老师一只手将试卷递给学生；对于考不及格的

学生，老师就将试卷仍在地上，由学生自己来捡。
大家想一想，一个经常在地上捡自己试卷的孩子，
在同伴面前他还有什么人格尊严，他还能抬起自己

的头吗？他还能喜欢学校生活、喜欢这位老师吗？

之所以有个别的孩子不喜欢学校，选择逃学甚至辍

学，和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和

认可有直接的关系。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们每个学生其实都希望自

己能够成为教师眼中的好学生，可是每个学生由于

先天禀赋等客观因素的不同而决定了其学习的起点

是不同的，因此经过个人努力后每个学生能够达到

的学习结 果 自 然 而 然 是 会 有 一 定 差 异 的。在 课 堂

上，我们一些老师有意或无意的不当行为，往往使

我们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甚至影响了学生将

来一生的发展。难怪有人批评说我们目前的教育不

是使孩子体验到成功的教育，而让孩子体验到的是

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的苦果。
（三）尊重学生意味 着 教 师 接 纳 学 生 的 不 同 意

见

传统上，我们往往把学生看作是成人 的 雏 形，
认为他们和成人没有本质性区别。因此，往往按照

成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学生的所作所为，用成人的

思维方式来约束和规范学生的言行。其实学生作为

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因

此对一些问 题 的 认 识 与 看 法 不 一 定 与 成 人 完 全 相

同。当我们 成 人 真 正 从 学 生 的 视 角 看 待 学 生 的 时

候，与我们从成人世界看到的学生往往是不同的。
在成人世界中，学生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甚至有

些愚蠢和不可忍受的行为，在学生的世界中其实也

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还包

括了教师对学生不同意见的接纳与认可。教育教学

的过程是师生思想交流与碰撞的过程，而不仅仅是

教师单向灌输的过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

应该鼓励 学 生 大 胆 说 出 自 己 的 真 实 想 法。只 有 这

样，才能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我们传统的课堂教学仅仅将学生的思维

局限在教师既定的思维模式和框架中，不同的学生

个体在课堂上往往说的是相同的话，甚至有时候当

老师提出问题时，学生往往异口同声，说出的是统

一的标准答案。这样很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学生的思想简单、机械，缺乏创

造性，甚至会使学生演化成为头脑简单、徒有一肚

子死的书本知识的书呆子。

三、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的实践策略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学会尊重学

生，必须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是从提升自身素

养方面下工夫，也就是说首先要树立尊重学生，把

学生当作人来看待的正确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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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中不断地实践、探索，总

结出尊重学生、引导学生成长的成功的实践经验。
具体来说，教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尊重学生，教师要学会低下身子倾听学

生

作为教师，我们在课堂上讲尊重学生不能停留

在口头上，我们要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及过程中

尊重学生，要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

性，要能低 下 身 子 去 倾 听 学 生 内 心 深 处 真 实 的 声

音，想法设法地了解学生听课时最想知道什么，已

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该让学生带着学习问题走进

课堂、走进教材、走进教师。如学习新课时我们可

以低下身子先问问学生：你们已经知道了什么？还

有哪些想知道的？这样我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

有重点地讲学生想学的、不懂的内容，而不再像过

去那样不顾学生需要地就教材讲教材，就知识教知

识。尊重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该常常出现 “同
频共振”现象，在师生双边的活动中刻意调动学生

主动参与，及时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时时处处

以学生为本、为学生着想。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就能得以激发，学生就会感到学习的乐趣，情感

就能得以充分流露，人格就能得以尊重，自信心也

将得以发展。
（二）尊重学生，教师要学会宽容学生

学生是 处 于 成 长 发 展 中 的 人，他 们 的 思 想 方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都不太成

熟。对于某一个问题，也许他们的解答是幼稚的、
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面对这些教师要学会宽容

学生。因为 我 们 在 课 堂 中 就 是 要 鼓 励 学 生 参 与 学

习，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逐渐形成个人独立的

见解。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每一个眼神、表情，甚

至每一个细微的手势，切忌由于仓促或一时心急而

导致不良 后 果。因 为 有 时 教 师 不 轻 易 间 的 一 句 否

定，一个轻蔑眼神，一个冷漠表情都会深深地挫伤

孩子的表现欲、自尊心和积极性。所以，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必须学会宽容对待学生，比如可以允许学

生插嘴，允许学生争辩，允许学生答错。因为当学

生在不由自主插嘴时，正是其心理处于思考问题、
发现新知的 “愤”、“悱”状态之中，我们要保护那

些可贵的创造性的火花；要允许学生争辩，让孩子

把感受和 怀 疑 带 到 课 堂 中 来，展 开 无 拘 无 束 的 交

谈，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并能据理力争，让

学生在争辩中明事理，在争辩中受锻炼，在争辩中

长新知；要允许学生答错，这样可以拉近师生间的

距离，诱发他们心中表现的欲望。
（三）尊重学生，教师要学会赞赏学生

每个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赞赏和表扬，一句

简单的表扬 在 教 师 看 来 也 许 微 不 足 道 甚 至 一 文 不

值，但对学生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它能扬起学生

自信的风帆，甚至会影响到学生一生的发展。有位

老教师讲过一个例子，在他所教的班上有位学生，
学习成绩在班上一塌糊涂，而且调皮捣蛋，甚至经

常胡作非为。有一次他的一篇作文写得有进步，老

师表扬了他一次，没想到他从此精神振奋，学习的

劲头一下就足了，期末时成绩居然遥遥领先。奇迹

不是不可能发生，因此教师不要吝啬对学生的表扬

和赞赏。
当然，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对学生的赞赏、表

扬也不能溢美、过分。在当下的课堂教学中，我们

经常听到一些教师千篇一律的 “棒、棒、你真棒”、
“行、行、你真行”之类 的 类 似 于 程 式 化 的 赞 赏 和

表扬声。其实，教师太廉价或过度的赞赏反而会适

得其反，它会使学生感到教师的赞赏不是真诚的，
不是发 自 内 心 的，只 是 一 种 惯 用 的 手 段 而 已。另

外，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赞赏应该分成两种

不同的赞赏，即对结果的赞赏和对过程的赞赏。一

个学生 的 回 答，结 论 可 能 是 错 误 的，不 值 得 赞 赏

的，但如从整个过程看仍有可取之处，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赞赏他的勇敢、积极，赞赏他的落落大方，
赞赏他的声音洪亮、语言流畅呢？我们不能仅仅盯

在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赞赏上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赞赏，这容易导致赞赏的失效，导致学生失望

或无动于衷。
（四）尊重学生，教师要学会把学生当作自己

的朋友

传统教育观念往往认为教师是知之甚多者，是

闻道在先者，是高高在上者，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

着严格的师道尊严和等级之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就是学术的权威，就是知识的化身，而学生就是被

动的装知 识 的 容 器 或 罐 子，我 给 你 什 么 你 就 装 什

么，给多 少 你 就 装 多 少。在 课 堂 教 学 中 要 尊 重 学

生，教师就必须打破传统师道尊严的壁垒，要认识

到自己不是学生的统治者，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建

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到学习是平等的

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前苏联教育家

赞可夫曾认为，学生在课堂里高高兴兴的学或愁眉

苦脸的学，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教师应在课堂教

学中创造一种使大家心情愉快，有强烈求知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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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求知识的氛围，这样才能使学生心情愉悦地开

动脑筋，思考问题，发展能力。因此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对学生要以朋友式的语气交谈，对待某些其他

专业领域自己也不懂的问题要有勇气勇敢地向学生

承认，和学生一起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探索的过

程中去。这样我们不仅能成为学生的良师，更能成

为学生的益友。
总之，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首先得尊重别

人。“尊重学生”是一切课堂教学活动的前提和基

础，教师只有播下 “尊重”的种子，才可能收获教

育教学成功的喜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

要有信心、有耐心，允许他们出现这样、那样的差

错，要像对待新生事物那样对待学生的成长。教师

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积极向善的部分，尊重他们的

人格，尊重他们的感受，尊重他们的尊严，培养而

不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学生身上存

在的问题和缺点要善于因势利导，促进其转化、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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