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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是一种西方食品。两片面包

之间夹上火腿、蔬菜以及鸡蛋等食材，味

道层次丰富、鲜美，而且三明治制作简

单，可以同时获取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

是不少人喜爱的食物。其实，“三明治”还

能用在与学生的对话中。

“三明治”沟通法是心理学上一种沟

通方法，在沟通过程中，分层次地进行，

就像三明治一样，上下分为三层：第一

层：对批评对象的认同、赏识、肯定，要关

爱对方的优点或积极面。第二层：针对批

评对象提出建议、批评或不同观点。第三

层：向批评对象给予鼓励、希望、信任、支

持和帮助。

班上的小诚子（化名）学习暂时落

后，究其原因是他的学习态度不端正，由

着自己的心情听课。他认真听课时，能够

把作业完成得很好，而心情不好，作业就

一通乱写。基于此种情况，我决定使用

“三明治”沟通法，让他意识到问题并改

正错误。课间，我把小诚子叫到教室外

面，跟他聊天。

“三明治”沟通法的第一层是肯定、

认同他。于是，我从观察到的现象开始谈

起。“小诚子，最近，你的语文作业做得不

错，尤其是抄写作业，你的字写得特别工

整。我知道你很努力地想把字写好，而且，

你的听写正确率也越来越高了，看到你的

进步，我真为你开心！”小诚子听我表扬

他，一脸惊讶，睁大了眼睛。看来，他本以

为我叫他过来是批评他。接着，我拍拍他

的肩膀，“小诚子，我知道你其实是个很上

进的孩子，你很在意他人的看法，你也很

想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你的想法我都看

在了眼里。”我的这番话触动了小诚子，他

听得更专注了，眉毛都舒展开来。我知道，

小诚子已经放下了防备心理，敞开了心

扉，接着我可以开始“三明治”沟通法的第

二层——慢慢过渡，指出问题。

“小诚子，其实，你不太会听课。”说

完，我看了看小诚子，他似乎也在思考这

个问题，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你上课的

时候若是心情好，会积极与老师互动；可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影响同

学。你这样怎么能提高学习成绩呢？”小

诚子默默地思考着，见小诚子不说话，我

又提醒道：“小诚子，除了课堂，作业也是

巩固我们学习的重要方式，你觉得应该

如何对待作业呢？”小诚子还是不说话，

但是他的眼神有了一些变化。我又说：

“小诚子，老师很高兴你的作业做得很有

自己的想法，可是，你做作业的情况会有

反复，时而认真对待，时而敷衍了事，这

样的态度会影响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我很担心。”这一步，我基于事实，提出自

己观察到的情况，就事论事，并未埋怨指

责小诚子，易于小诚子接受。

趁着小诚子沉思的间隙，我进入“三

明治”沟通法的第三层——提出期待与希

望。“小诚子，你向来机灵，也比较有主见，

我知道你肯定把我的话听进去了。老师相

信你，只要把作业写好，认真听老师讲课，

学习成绩肯定能够提高，我期待你的改

变。”小诚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或许

他也没有想到，本打算面临一次疾风暴雨

式的批评，却没想到老师给他品味了一个

可口的“三明治”。

“三明治”沟通法通过前后两次学生

行为的正面描述，让学生感觉到老师的

关注与尊重。由此，激发了学生的同理

心，学生会更愿意听取教师的建议，也会

积极地参与到对话之中。与此同时，对学

生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师也真

诚地提出来，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

处，也就会慢慢接受并改正。

教育是以讲台为舞台，以对话为手段，以

育人为梦想。马丁·布伯从“你—我”关系的视

角提出了“教育即对话”的主张。对话是一种沟

通方式，更是双方精神共享和情感熏染的过

程，有着丰富的教育意蕴。学校需主动寻求、自

觉运用在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交流、交往、交互

的方式，改进教育方法，丰富教育手段，提升教

育实效。

自 2019 年 3 月开始以来，我们以座谈交

流、话题讨论、现场对话、阅读分享等形式，每

月 2-4 场，已举行了 94 期“校长约你面对

面”——根据不同时间段的学生需求和教育需

要，校长们和学生就约定话题展开丰富广泛、

平等自由的交流对话，社会热点、时政新闻、校

园生活、亲子关系、师生交往、经典阅读、影视

观感等等，无所不谈。

一、引领孩子的价值，铸魂施教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和灵魂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拔节孕穗期”的莘

莘学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是新时代

学校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和必由

之路。“事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通过讲述故

事、讨论辩论、观点分享等对话方式，在师生互

动和生生互动中，实现价值澄清和思想升华。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教育思想，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科尔伯格的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各位教育大家关于道德教

育和价值教育的思想是“校长约你面对面”理

论支撑。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在对话中自然展

开。

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意味着什么？如何理

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两会”对普通老百姓有何

关系？此类的问题在“我看‘两会’”的“校长约

你面对面”中得到充分讨论。如何将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少年学子的殷切希望转化为学子们

成长的精神动力和现实路径？“校长约你面对

面”讨论了“学以报国，做时代新人”，另外，还

有“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做时代新人”“向新

安旅行团学习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气自华’

方能‘梦自圆’”……孩子们和校长进行各种主

题的讨论，“讲故事”“讲政策”与“讲道理”“讲

思想”有机融合，自然引导，潜滋生根。

二、听取孩子的心声，按需施教
教育是基于理解而教的，没有对孩子的生

命需求、生命状态、生命经历等的深刻而真实

理解，教育就会陷入自说自话、野蛮粗暴的陷

阱之中。教育之效、教育之妙、教育之魅就在于

老师能否走进学生心灵，因材施教，按需施教。

美好的教育是“走心的教育”，如何才能走心？

陶行知说：“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

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对话是

教师和学生敞亮心灵、彼此理解的过程，走进

对方的精神世界，触摸对方的情绪情感，感知

对方的思想观点，“你我”一体，具身感受，彼此

熏染，相互成就。

听取孩子对菜品的需求，听取孩子对影片

推荐，听取学生对校本选修课程的评价，听取

学生对“好教师”的标准……孩子们的需求及

时、真实地传递给学校，并作为学校决策的依

据。心声能及时听取，自己能得到尊重，想法能

变为现实，孩子自然会乐意地参与对话。坚持

做下去、深入做下去，“学生第一”“学生在舞台

中央”“让校园充满生命气息”等教育主张就变

为现实。

三、点拨孩子的思维，相机施教
孩子的思想是“金矿”，需要老师挖掘。孩

子的思维是“火炉”，需要老师点燃。苏格拉底

认为：“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的灌输，

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

也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

励、唤醒和鼓舞。”在对话中，把握住孩子的思维

方式和逻辑起点，智慧点拨，顺势引导，相机施

教，帮助他们走向深度学习和思维升级。

我们将“校长约你面对面”就化身为“思维

之旅”的探险活动，和转学生（复学生）交流，让

他们用积极心理学的“阳光思维”去做好学业

适应和心理调适。在“书香浸润心灵 学读伴我

成长”的交流中，帮助学生明晓“读活书，活读

书，读书活”“读书不如用书”“尽信书，不如无

书”。进入食堂，我们交流学校食堂和家庭用

餐、社会餐厅的不同，学会以包容态度面对“短

时间、大体量”供餐所带来的困难。“学而有方

得而有径”的面对面，和不同层次的学生交流

学习方法，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适性生长，

主动发展。“牛”似乎贴有老实吃亏、勤劳辛苦

的标签，通过“牛年谈牛”，可以明白“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的人生价值。诸如此类话题

的讨论，让孩子们的视野更开阔，思维更灵活，

对人生发展、社会热点、校园生活、科学世界等

有了更好的认识。

一场场教育对话，是一首首师生同场同

唱、共享共长的教育诗歌。“校长约你面对面”

仅是学校管理者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形式之一，

期待“让孩子在对话中卓然生长”的追求，在更

多的学校走向更深、更实、更美，出现百花齐放

的教育对话形态。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但“严”让学生望而

生畏，所以，许多孩子自然而然害怕老师。教育

工作中，有很多时候需要教师打开学生“心门”，

与学生真诚交流，才能真实了解学生的状况，洞

察学生的内心世界，找到正确的教育方法。

班上的小周（化名），学习能力比较强，喜

欢阅读。但连续几周来，每天上课总是一副心

不在焉的状态，下课就跑得无影无踪。每次听

到上课铃声，他累得气喘吁吁跑进教室，手里

还拿着一个小盒子。听同学们说，这几天，他

又开始研究蚂蚁了。

一天数学课，我经过教室，无意间瞥见小

周正在桌下观察他的宝贝——一个小盒子。

而此时，上课老师正在讲课。

对于他的行为，我们两位老师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面对这样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

子，我知道不能武断地把他叫到办公室，严肃

地批评他，得想个什么办法与他沟通。我决定

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课间，教室里聚集了很多人，我很好奇，

便上前看了看。小周被许多同学围在中间，他

正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它的宝贝——一只小蚂

蚁，“你们看，它身体全是红色的，快看，快看，

它要钻到那个洞里去了。……”小周完全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同学看到我都忍不

住笑了笑，只有他还不知情，好一会儿才发现

我站在他旁边，冲我尴尬地笑了笑。

我微笑着回应他：“你又发现什么了？”他

摸摸小脑袋，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我饶有兴趣

地说：“小时候，我也特别喜欢观察一些小虫

子，看来我们俩有共同的爱好。没事，课间可

以好好观察，上课就让蚂蚁好好休息，不要去

打扰它。如果有什么新的发现，别忘记第一时

间告诉我哦！”说完，我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第二节课是我的语文课。这节课，我注意

了一下小周同学的桌面上已经没有小盒子

了，只放了上课要用的书本。上课时，我特意

点名表扬了他，提醒所有同学努力做到“上课

认真学，下课开心玩”。

下午，课外阅读时间，我特意与孩子们分

享了《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童年故事。我一边

讲故事，一边关注小周的神情。当我读到法布

尔是如何观察动物时，我发现小周听得特别

入神，当我问大家：“法布尔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昆虫学

家？”小周高高举起手，我示意他回答。他大声地说：“因

为他喜欢这些昆虫，他坚持不懈地观察他们，了解他们。

他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小周刚说完，教室里立即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到此时的小周，我满意地冲他点

点头，并鼓励他：“我知道，你也非常喜欢昆虫，老师希望

你能成为下一个法布尔，好吗？”孩子乐呵呵地坐下了。

一下课，小周就拿着一本《昆虫记》来找我了。他兴冲

冲地跑来告诉我：“我在一本书上找到你经常说的一句话

了!”我很是好奇：“我说的哪一句话呢？”“你永远也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他大声读了出来。看来，他上课有时还是

认真的。“是的，要想改变别人很难，除非他本人想改变。

就像上课听课一样，如果他不想认真听讲，谁都叫不醒

他，对吧？”我笑着对他说。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不好意思地笑了。

自从发现小周这个兴趣点后，我与他的交流变得更

多了，小周上课的专注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相信，只

要坚持在孩子的这个兴趣点上持续对话，进行正确引领，

相信他未来可期。

对话的质量，取决于双方身心是否

在场。记忆中始终有个故事盘旋：

那是第一年教初三，那天上《邹忌讽

齐王纳谏》，课后回办公室，发现身后跟

来了两学生，走在后面的学生是小铭（化

名），班里最斯文、最沉默寡言的男生，他

满脸通红地看着我，目光躲闪，欲言又

止。“怎么了？有什么事？”我正纳闷，前面

的学生小楠（化名）迎上来，大声说：“老

师，小铭发现你刚才的课件里有两处错

误。”然后把他身后的小铭推了过来。

“哦？”我来了精神，马上打开教案

本，拿起笔准备记录，说：“那，小铭你来

说说……”小铭似乎鼓了很大勇气，开了

腔：“您说邹忌历事桓公、威王、宣王三

朝，可我记得桓公和威王相隔几百年呢；

另外，那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应该是讲楚庄王呢，我记

得，当年楚庄王……”他侃侃而谈，我惊

讶地瞪着眼睛，洗耳恭听，听他说完，我

还是半信半疑，既喜且疑，心想：“小铭怎

么知道这么多？”“老师，小铭可喜欢历史

呢，他懂得可多了！”旁边的小楠毫不掩

饰地称赞他的同桌。难得啊，向来高傲自

信的小楠眼里也有别人。我点点头，“好，

那我们上网查一下吧。”两人忙全神贯注

地凑过来，几分钟后，我们弄懂“一鸣惊

人”的出处涉及到两个主人公，一为楚庄

王，二为齐威王。出处应该以早为准，这

则成语源于楚庄王励精图治、振兴楚国

的故事。

我向小铭竖起拇指：“谢谢你！”他笑

弯了眼，这时上课铃声骤响，他们赶忙向

我道别，开心地扔下一句：“老师，我们下

午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我点头，继续

查阅资料……

午读课前，我早早到办公室，两个小

脑袋又探头，还是他们俩。这一次，是小

铭走在前面，这一次，他坦诚地看着我，

闷声说：“我向老师道歉，第一个问题，您

是对的，据史载，邹忌的确历事桓公、威

王、宣王三朝，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

个是春秋时的齐桓公，就是春秋五霸之

一的那个桓公，另外一个是战国时的齐

桓公，就是课件里您提到的那个，他本名

叫田午，是第三个齐国国君。”

我就把这件事记下当天的教学日记

里，感觉这是一场有效的师生对话。因

为，师生双方都身心“在场”。身心“在场”

意味着做到两点：一是教师对学生保持

好奇；二是师生彼此“看见”。

最近，细读一本书《校园里的有效沟

通》。作者崔佳博士指出，读她这一本书

需要保持三种心态，第一种就是“半杯心

态”。她说：“空杯心态会让你盲目迷信本

书观点，失去辩证性思维，让自己的大脑

成为别人理论的跑马场。满杯心态会让你

骄傲自满，失去成长机会。半杯心态协助

你把本书中所探讨的内容与你自己已有

的知识进行联结，或同化、或顺应，审辩性

建构。”这一段话引发了我的思考，“半杯

心态”这个提法我第一次看到，但仔细一

琢磨，感觉特别有道理。不管是自己读书，

还是与学生对话，保持“半杯心态”是相当

重要的。因为，“半杯心态”就是保持好奇

心，不自满、不固化，心态是开放的。

还记得上次学生去研学实践后，我

和学生的一次对话。

实践基地开通了抖音直播，家长可

以实时关注孩子的实践情况，我一有时

间也会点进去看看孩子们在干嘛。当他

们结束了5天的研学返校上课，我一踏进

教室，学生的第一句话：“老师好！”他们

喊出了第二句话：“老师，你怎么不来看

我们？！”我听到了嗔怪，嗔怪后面是落空

的期待。

“我有看呀，几乎天天看你们！”我说。

“可是我们看不到你呀！”孩子们有

一点责怪的意思。

原来，真正有效的对话还必须彼此

“看见”。

让孩子在对话中卓然生长
■ 成都七中副校长、成都冠城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毛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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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技巧
■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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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身心““在场在场””彼此彼此““看见看见””
■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纪达中学 张振娜

有效对话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有效的

教育方式。如何有效对话，如何让对话与教

育教学、学生管理有效结合起来，需要一定

的策略。笔者认为，教师在对话前、对话中、

对话后抓住关键点，才能助力与学生有效对

话。

一、对话的前提：学会倾听
倾听是每一个教师的必修课。教师会

听，很多时候比说更有效果。有时候问题发

生得很突然，比如课间几个学生发生了冲

突，教师根本就没有准备的时间，在一头雾

水的情况下，容易多说多错，A学生本来是

受委屈的，但是在情急之下把他也批评了。

这个受了冤枉的学生心里有气了，后面就

不会配合教育工作了。

每次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无论他们是

多急，多么希望得到教师的认同，教师一定

要等一等，让其先冷一冷、静一静。如课间

多名学生发生冲突，教师可让冲突者先冷

静一会，气消了再和他们对话。如果学生的

情绪失控，可以先冷处理。之后，让他们先

讲，遇到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可多说几遍。

如果教师实在不能理解，可以这样说：“老

师实在还没有弄清楚前因后果，你能再详

细地说一下吗？”学生因为急于为自己辩

解，会拼命组织语言和平复情绪，努力把事

情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中，老师只是倾听而

已，不用做什么事情。但是，学生有可能在

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自己把问题想明

白了。学生间的矛盾并不复杂，多数冲突来

自一时冲动。教师耐心倾听，用平淡的情绪

和平和的语言去平复他们焦躁的情绪。学

生们冷静下来之后，大部分问题自然而然

解决了。

二、对话的立场：把“你”变成“我”
教师中有一些会老说：“你怎么……”

比如：“你怎么老是不做作业，你怎么老是

迟到，你怎么老是不听话……”这些语句都

带有比较强烈地指责和批评的味道。学生

听了这样的话，首先会感觉到敌意，已经受

过批评的学生会警觉起来，不听老师接下

来说的任何话。这样，教师后续再多的教育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此时，教师是告诉学

生：“我很担心你上课不认真，成绩会下降，

我很着急。”“我怕你没来学校，会发生什么

意外……”教师从“我”的感受出发，和学生

去对话，就减少了批评和指责的味道，学生

会更容易接受。

三、对话的实质：“共情”与启发
教师在倾听的基础上，还要善于总结

学生说话的内容，然后反馈给学生。这样

一来，学生就会产生“老师真懂我”的想

法。另外，要注意每次和学生谈话要找一

个安静的环境，尽量是单独交流，这样学

生谈的时候才能畅所欲言。对话时，为了

表示对学生的重视，教师可以准备一个小

本子，他边讲你边记。遇到听不明白的地

方，可以让他重新解释一遍。为了及时给

学生反馈，教师还可以简单复述学生的

话，并适当总结他说话的内容。复述后，问

一问学生，是不是这样想的。谈话最后，如

果教师有相同的体验，可用“共情”的策

略，给学生指一指方向。根据笔者的经验，

学生在倾诉完之后，很希望听到老师对他

未来的畅想。这个时候也是教育的最佳时

机。学生们认为，见多识广的老师一定遇

到过无数个像他这样的学生，会非常地信

任老师。

师生间的有效对话，是教育的重要方

式。成功有效的对话，会使学生受到启发、

鼓励、教育，扬起前进的风帆。良言一句三

冬暖，老师的一句得体到位的话语，可能会

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愿每一位教师都能

够善于学习，善用策略，勤于思考，努力探

求，让对话如溪流，潺潺流入学生恬静的心

田；如暖阳，缓缓照进学生淳美的世界。

与学生有效对话的三个关键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第二中学 耿科

成都冠城实验学校的“校长约你面对面”已经做了94期。（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