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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内容概要

《凭什么让学生服你(升级版)》内容简介：“亲其师，信其道。”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凭什么让学生
对你亲近有加？凭什么让学生信你所传之“道”？怎样才能收服每一个或善感、或叛逆、或惜懂莽撞
、或桀骜不驯的学生的心7怎样才能真正获得学生的佩服、信服、折服、心服口服？
在《凭什么让学生服你》一书中，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最丰富的案例，讲述着作为一名时时处处关
心、爱护着学生的普通教师，如何用心，用脑，用情去打动孩子的心，收获学生的爱。
作者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观点。全书一百多个教育实例就是一百多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穿插在每个章
节之中，展现了一位名师的教育艺术，机智幽默的对白，独具匠心的设计，妙趣横生的情境，让读者
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到了作者育人的热情，也领悟到了教书育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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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作者简介

1.
爱弥儿?柯尔，法国心理学家、医生、成功学家、幸福学家、教育家，在欧美巡讲多年，场场爆满，虽
然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但会场却总是静悄悄的。
2. 欧美人像朝见耶稣一样聆听这位科学家的演讲。
3. 纽约专门成立国家柯尔协会，以纪念他对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带来的全民素质的提高。
4. 他所发明的心理暗示与自我暗示方法被称为柯尔效应。
5. 曾热衷于催眠术，后发现催眠术的难度和危险性都很大，故放弃催眠转入同样有效但无危险的心理
暗示。
6.
马晓佳，一个负责的翻译，翻译作品数十部。包括超级畅销书《气场修习术》，与读者见面1月便2次
卖断重印，连续8周跻身《新京报》排行榜（仍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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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章节摘录

　　前言前 言让学生&ldquo;服&rdquo;，老师需要练好内功当了半辈子老师，干了半辈子教育，三十
多年的心血几乎全部奉献给了我爱着的学生们。到了退休年龄，蓦然回首，只总结出了这样三个字：
脑、心、情&mdash;&mdash;用&ldquo;脑&rdquo;去思考教育，用&ldquo;心&rdquo;去品味学生，
用&ldquo;情&rdquo;去感化孩子。真正读懂了这三个字，真正理解了这三个字，真正用好了这三个字
，自然就会得到学生的认可、信服乃至佩服，一个真正让孩子信服、佩服、折服、心服、口服的教育
者，才可能很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mdash;&mdash;这需要我们练好内功。用&ldquo;脑&rdquo;，即用
思想，用正确的教育理念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这是区别合格教师与&ldquo;教书匠&rdquo;的一
个重要标准。按理说，今天的教师都具有相当的学历，如果仅仅是传授知识，每个人不但能够胜任，
而且是绰绰有余。但受教育者、教育环境、教育内容都是动态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曾经
是多么优秀的教师，如果在教育观念、教育手段等方面&ldquo;以不变应万变&rdquo;，结果不是误人
子弟，就是被自己的教育对象炒了鱿鱼&mdash;&mdash;因为教育形势的发展是不允许它的执行者观念
滞后的。教师一直被奉为&ldquo;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dquo;，这是对教师这种职业的定位与评价，是
对教育内涵与教育目的的最精辟表述：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铸就人的事业。可是作为个体的教师
而言，绝不能自诩为&ldquo;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dquo;，太高了，太大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我
个人的观点是，作为一名专职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既然担负着塑造人类灵魂的崇高责任，那首先自
己要有&ldquo;魂&rdquo;，即有思想，有目标明晰的、与时俱进的、正确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而
要想不让自己的教育思想老化，不让自己的教育观念过时，不让自己的教育手段落伍的最有效办法和
最佳途径，就是要不断学习。&ldquo;终身学习&rdquo;是当今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对于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来说，必须身先士卒，最起码要让学习伴随自己几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过去
的说法是&ldquo;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rdquo;，在知识的&ldquo;量&rdquo;上对老师已经有
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但是在知识、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且不说这一桶水够不够用，能不能很
快被舀干，就是这一桶水的质量，如果长期不更新，成为一桶死水，也将因不被汲取者接受而成为废
水&mdash;&mdash;要想为人师，必须有此危机感！在这里，我要引用山东东明实验中学王连生老师发
表在《现代教育报》上的文章&mdash;&mdash;《教师应成为思想者》中的观点：首先，教师应是一个
主动的学习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力；其次，教师应是自己教育教学行为的反思者，必须具备较强
的思考力；第三，教师应是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者和主动建构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创造力。孔
子云&ldquo;学而不厌，诲人不倦&rdquo;。大意为：努力学习而不满足，教诲别人不知道疲倦。诲人
者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学习为前提，否则何来教诲别人的资格？也许有人会提出，老师怎么可能不学习
呢？起码每天要备课，要看教材和参考书吧！持这种观点对学习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而如果身为教师
也如此认识的话，可能就是学生的悲哀了。我曾听一位中年的语文老师在聊天时说：&ldquo;我们家除
去广播电视报以外，什么报纸杂志都不订，一晚上看看电视连续剧就过去了。&rdquo;这位老师的语文
教学水平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后来改做行政了。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冠冕堂皇的&ldquo;改行&rdquo;，
其实质应该说是一种淘汰。为了我热爱着的这份事业，我不甘落伍，因此从不敢懈怠：读
书&mdash;&mdash;汲取高营养，学习教育专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让自己的根基尽量扎实深厚些
；看报&mdash;&mdash;每日必修课，关注社会新闻，了解教育动态，让自己的思维跟上社会发展的节
拍；剪报&mdash;&mdash;为我所用，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手头有《学习与借鉴》、《现实与悲
哀》、《他山之石》、《网瘾危害启示录》、《性健康教育初探》等自拟专题的专集，都是在读报时
随剪随贴，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对于完善自我、提高工作质量大有裨益；汲取&mdash;&mdash;这是除
书本资料以外的另一种学习方式，即向现实中的专家直接取经，汲取他（她）们的营养充实我自己。
上个世纪90年代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北京市优秀班主任欧阳勃苏老师，她的教育思路、教育理念在当时
对我有极大的启发，甚至我认为是与她的两次接触为我今天的工作业绩打下了基础。我今天对家校合
作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又源于与《今日父母》杂志社以及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苏京平老
师的一次合作探讨。为了帮助网瘾少年，我千方百计找机会去向陶宏开教授当面讨教。香港著名心理
学专家李中莹教授的&ldquo;NLP简快心理疗法&rdquo;课程，我自费去上&mdash;&mdash;只要有可能
，我就会尽力为自己创造求教专家的机会，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为了不至于过早被教育形势所淘汰
，不被学生&ldquo;挤兑&rdquo;，五十多岁的我努力去接受新事物，赶&ldquo;时髦&rdquo;：上网查资
料，发E－mail，接发手机短信息，看足球，侃NBA&hellip;&hellip;甚至我完成的两本书，近30万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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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部是自己在电脑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这样既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找到了与他们沟通的共
同语言，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自信，感觉真的很好！用&ldquo;心&rdquo;，即心中有学生。老
师要用心去观察学生，用心去理解学生。既然从事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把心真正用在学生身上，尤
其是班主任，要做一个有心人。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老师的心学生是看得见的：你对学生的真心
，学生迟早会接受并回报；你对学生耐心，学生迟早会被感化；你在学生面前虚心，学生会更加敬重
你；反之，你对学生不关心，学生会疏远你；你对学生不真心，学生会鄙视你。总之，老师真正用在
学生身上的一片赤诚之心，学生是懂得的、理解的、珍惜的，不过这种懂得、理解和珍惜有个迟与早
的时间差罢了。作为老师，心中有学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仅把学生单纯地看做一个受教育者
、被管理者，而是一群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有欲望，我们成年人有的他们都有，与我们平等的
人。当然他们还未成年，他们的思想还不成熟，他们的感情还很稚嫩，他们的性格还不稳定，他们的
欲望还很虚幻，但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才需要作为成年人的老师和家长们，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才可能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如果站在孩子们的&ldquo;
心&rdquo;外，一味凭主观臆想而评头品足，指手画脚，甚至妄下结论，只会招致他们的逆反、沉默和
对抗。而且我发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差距越大，老师想达到的教育效果越差。所以，老师要想
真正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就必须做到用心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用心去观察孩子们的举
止言行，用心去理解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用心去倾听&mdash;&mdash;这是当老师挺难做到又必须做到
的。我曾在《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一书中专门写了&ldquo;高明的家长会倾听&rdquo;一节，那是
写给爱唠叨的家长的，可实际上老师们也在下意识地犯着和家长们同样的毛病：因为我是老师，你是
学生；因为我是大人，你是孩子；因为我是教育者，你是受教育者；因为我是为你们好&hellip;&hellip;
等等，由于有那么多、那么充分的理由，所以就该我说、你听，可是大人们往往又在苦口婆心之后，
为孩子们的&ldquo;不听话&rdquo;而无限烦恼着。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师长们的教诲其实话
不在多，贵在有的放矢，而这个&ldquo;的&rdquo;就是孩子们的心结。把握孩子们的心态，了解孩子
们&ldquo;不听话&rdquo;的理由，让他们敞开心扉，把心里话甚至是小秘密说出来，才为我们打开了
实施教育的缺口，我们才不至于做无用功。当学生偷偷告诉我，他喜欢同班某女同学了；当一个男孩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我求助，不知该如何拒绝女同学的性要求；当一个自知犯了错，买好安眠药准
备了结生命的男孩，深夜拨通我的电话时；当学生向我哭诉，父母离异自己不知所措时&hellip;&hellip;
我都耐心去倾听，然后推心置腹发表我的意见和建议，一个个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有心病的孩
子无大错，只要把心里装着的话说出来了，心里装着的事倒出来了，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孩
子们该向谁说？老师、家长如何给孩子创造说的氛围和说的机会？这些才是我们成年人应该特别考虑
的问题。不要一味迁怒于&ldquo;今天的孩子思想真复杂&rdquo;，因为这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用心去观察&mdash;&mdash;这是当老师有必要练就的一门真功。在许多成年人看来，孩子就是孩子，
就应该听大人的；学生就是学生，就应该全身心去学习，什么乱七八糟的杂念都不该有。可现实生活
中的孩子们却偏偏不能让老师和家长们如愿，他们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他们有太多的&ldquo;非
分&rdquo;之想，他们的隐私难以启齿，他们总在极力向老师和家长隐瞒着自己的小秘密。我多年来的
切身体会告诉我：作为老师和家长，不要信誓旦旦地宣称了解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其实真正了解和认
识孩子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孩子，心理上与老师、家长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有许多事、许多话，许多时候&ldquo;欲言又止&rdquo;，这就需要我们用心去细细观察，从
他们的言行举止、情绪反应当中去捕捉孩子们的心理活动，甚至学生在上课时看似不经意间的小动作
，老师都应该能够从中发现和抓住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并且及时给予关心、安抚或者提醒
、纠正。我们通常所说的&ldquo;防患于未然&rdquo;重在一个&ldquo;防&rdquo;字上，而用心去观察学
生，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摸准他们的脉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防住未然之患。用心去理
解&mdash;&mdash;这是一种换位思考，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初鼓起勇气，提起笔去完成《别和青
春期的孩子较劲》，就是想告诉家长们，正确认识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过与错，对孩子多一点宽容
，对自己多一些反省，给青春期与更年期的碰撞以缓冲。而今天我更想告诉我的同行们，当学生发现
和认可你对他的理解时，他不但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尊敬你，而且接下来你的教导、指点，甚至是批
评，他都会&ldquo;言听计从&rdquo;了。前不久在学校教学楼里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初二学生从老师
办公室里跑出来，撞到了一位女老师身上。这位老师十分不悦，虎着脸把这个学生狠狠教训了一顿。
看到那学生满脸的惊恐，我不禁心中暗暗感叹：老师啊，学生在楼道里跑固然不对，但当他撞上您的
那一刹那，他一定是在忐忑和自责了，如果这时候您能安抚并提醒他几句，表达&ldquo;不是因为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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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而是这样跑不安全&rdquo;的意思，我想，学生在内疚的同时一定会增加对您这位和蔼、友善的老
师的敬意，效果不是更好吗？给学生台阶下，其实也是老师给自己台阶下，让学生难堪绝不是老师的
胜利。用心去揣摩和理解学生，给学生留有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时间、空间和机会，这是教育成功
的一个重要砝码。心中有学生，不是每一位老师轻易能够做到的，这是一种境界，需要为师者努力去
追求。用&ldquo;情&rdquo;，即用老师爱学生的一片真情，去调动、发掘和影响学生可能被隐藏着的
情商。用老师的爱心换学生的真情，让师生间的情缘成为打开孩子心扉的催化剂，能够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mdash;&mdash;这是我几十年来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前不久，在一家商场偶遇曾经教了三年
、近两年没有见面的高二女生彭晓笛，她兴奋激动地喊了一声：&ldquo;关老师！&rdquo;我们便紧紧
地拥抱在了一起。我知道，她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礼节，而是一种情不自禁。她几乎不肯松开我，在繁
华的商场里，在人们惊愕的注视下，她忘情地一次又一次地拥抱我，起码反复了五六次后，她妈妈也
为这情景动容，赶紧用手机拍摄了下来。稍稍平静后我们互问了近况，道别时她再一次紧紧拥抱着我
，依依惜别。一对普通的师生，怎么会如此动情？我心里明白，这是彭晓笛对我的真情的回
报&mdash;&mdash;为了我曾经的真情付出。在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中，彭晓笛曾经患上了一种顽固的
皮肤病，躯干、四肢、脖颈甚至脸上起一种粉红色的丘疹，奇痒难忍，父母亲想尽一切办法为她寻医
问药，疗效却不明显。为了控制自己抓挠，她要求妈妈在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手捆上。当时，我除去
心疼她，给她以关心和安慰以外，我更注意到一点，就是帮助她解除心理上的障碍与痛苦。彭晓笛本
是一个面孔白皙、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孩，可是严重的皮肤病让她的脸庞几乎变了形，脖子上凹凸不平
疙疙瘩瘩的厚皮，还带着挠破的血痕，心理素质差一点的孩子都会拒绝见人，甚至放弃学业，可是彭
晓笛仍在顽强地学习。我在感动之余给予了她更多的爱、更多的关心和更多的照顾，我向同学们介绍
了她的病情，讲了她的痛苦，告诉同学们她这种病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没有传染性，号召同学
们接纳、关心和帮助她，同学们的感情和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主动问候和安慰她，和她一起聊
天、游戏，有的同学还回家向父母求助，帮助她找治病的偏方。看到身体上痛苦的彭晓笛没有造成心
灵上的创伤，和全班同学愉快、和谐地在一起学习生活，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今天，正在读高二
的彭晓笛皮肤病痊愈了，身体、脸上没有留下疤痕，但心中却留下了一份感恩之情。在多年的教育教
学实践中，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即：要想成为一个学生喜欢、信服的好老师，尤其要想做一名好班
主任，情商一定要相对高一些，而在情商的众多元素中，情感因素又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老师、班主
任每天的工作对象是学生，是年龄虽小但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而教与学、师与
生之间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师生之间的心灵碰撞、情感交融，是化对立为统一的最好调合剂
，教师的亲和力在这对矛盾中又处于至关重要的主导地位。因此，当老师、班主任用真情去温暖孩子
，用实意去感化学生时，我相信绝大多数孩子的心是可以被融化、被感染的。陶宏开教授帮助了一个
又一个上网成瘾的孩子，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除了他广阔渊博的知识和文化底蕴，高
超的谈话技巧以外，是一位六十多岁老人的真情深深打动了曾经顽固的孩子们，让那么固执、倔强的
他们不忍、不愿辜负陶教授的一片良苦用心。这中间能离开一个&ldquo;情&rdquo;字吗？当然，老师
对学生用情还必须强调两点，一是要&ldquo;真&rdquo;，我曾经听到某位老师用不屑的口气说
：&ldquo;管他呢！又不是我的儿子，我才不多操那份心呢！&rdquo;持这种心态的老师怎么可能用真
情、真心善待学生；二要有&ldquo;度&rdquo;，不管师生间年龄差距大小，老师对学生的爱都要把握
一定的度，既不是讨好学生，更不能丢掉老师的尊严。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男班主任，跟同学们关系非
常融洽，以至于高一的男女同学都称呼他&ldquo;生哥&rdquo;而不叫老师，我认为不妥，及时提醒他
纠正。师与生之间的情谊永远都应该是最纯洁、最庄重的。把教育当做一份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职
业，热爱这份事业，就会热爱学生，对学生的那份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流露或者瞬间迸发。用&ldquo;
脑&rdquo;、用&ldquo;心&rdquo;、用&ldquo;情&rdquo;是我走过大半辈子的教育之路后，总结出的经
验之精华，三个字囊括了我的全部教育理念。当然，用脑、用心、用情虽然各有侧重，却又不可能截
然分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老师和班主任，如果拒绝学习，不用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断
修正自己，怎么可能在学生身上用心、用情？而教育事业上的有心人，一定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寻
找到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现在有太多太多的教育类书籍在谈教育孩子的方法，甚至给家长灌输许多
具体的&ldquo;招数&rdquo;，而我力图向老师们、家长们介绍的，是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因为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套用固定不变的模式，或者借用教育别的孩子
的招数，奏效的几率不大。学习与掌握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思路，才可能找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方
法。用&ldquo;脑&rdquo;去思考教育，提高自己的教育深度、教育内涵、教育水平，达到让学生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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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用&ldquo;心&rdquo;去理解学生，你给予他们平等与真诚，才会赢得他们不设防的信服；不
带有伤害的教育手段，必定会让孩子折服。用&ldquo;情&rdquo;去温暖和滋润还不够茁壮的小苗，他
们并不是铁石心肠，心被焐热了，也会用真情来回应。让学生信服、佩服、折服、心服口服，何愁学
生不服！

Page 8



《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凭什么让学生服你（升级版）》       《凭什么让学生服你》非常实用。

Page 9



《凭什么让学生服你》

章节试读

1、《凭什么让学生服你》的笔记-第25页

        在学校工作中，人们通常把一个教学班称为“班集体”，无论这个班级是好是差，是团结是涣散
，都被冠以“集体”二字。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提法是不甚科学的，它混淆了“群体”与“
集体”的界限，降低了作为“集体”应达到的标准，忽视了集体的社会心理特点。严格地讲，并非任
何的群体都可以叫做集体，只有那些具有团结性、高水平的整合行动，有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才能
称为集体。一个班集体的形成，要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不断的磨合，才能达到集体的水平而形
成集体。而这个磨合过程，必须是集体凝聚力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班主任的教育思想以及在
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工作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苏联心理学家彼得洛夫斯基认为：群体从产生到形成为理论上的共同体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群体凝聚力的发展。当群体共同活动中所产生的价值规范为成员们所逐渐接受时，
群体就会变得更加团结、整合，群体本身也发生变化，最后形成为集体。这一理论较为深刻地剖析了
集体形成的规律，我在多年从事班主任工作的经历中，对这一理论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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