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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安排，我要准备一个关于“预防校园

欺凌”的心理讲座。为深入了解学生对校园欺凌的

认知，以及当下存在的欺凌现象，我随机抽取初一

年级的一个班发放开放式调查问卷。自习课上，看

到学生们即使有很多作业没完成，但依然认真帮忙

填写问卷，我心里充满感激。在学生陆续提交问卷

时，我一边收集一边不停地说“谢谢”。下课了，我

拿着问卷走出教室，一个女生追了上来，她满脸疑

惑地问：“老师，你为什么要说谢谢？”我解释说：“这

份问卷不是作业，你们本来可以不写的，但你们都

认真帮忙完成了，所以我要谢谢你们呀。”我刚说

完，那位女生就兴奋地拥抱我：“哇，我太爱心理教

师了，很少老师会和我们说谢谢的！”这突如其来的

拥抱和“表白”，让我又惊又喜。原来，老师的一声

真诚、朴素的谢谢，竟能让学生如此开心、满足。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师是权威的管理者，

习惯要求、命令学生，认为学生听从教师安排是理

所当然的，即使请学生帮忙做事也是理直气壮，较

少有教师会向学生表达谢意。这样的师生互动忽略

了学生也是有思想、有意志自由、有选择权利的独

立个体，不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心理健康教

育更注重学生的自我体验与感悟，只有师生相处平

等、尊重、真诚，教师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从而

有效发挥育心、育人的作用。关于教师语言的相关

研究显示：学生喜欢能够满足被尊重、被肯定、被

欣赏等心理需要的语言 [1]。在教育教学中，当教师

向学生表达谢意时，学生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被看

见、被尊重、被肯定，从而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有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那么，心

理教师应如何运用“表达谢意”的教学技巧来促进

良好师生互动，进而提升课堂实效呢？

一、感谢暖心包容，拉近师生距离

有一次，给初一新生上第一课，我很重视，希

望能给学生留个好印象。然而，志在必得的我在上

课时突然卡壳，精心准备的课件怎么都打不开，讲

台下面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我急得直冒汗，窘迫地

解释：“不好意思，电脑出现故障，耽误大家的上课

时间了。”没想到，学生们热情回应我：“没关系，

不要课件也可以的，我们听你讲。”听了这话我如释

重负，不再纠结课件能否打开。我开始上课，但没

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对刚才的意外表达感受：“同

学们，这是你们在初中的第一节心理课，很遗憾课

件没能给大家呈现，但又很感动，因为打不开课件

时，你们没有催促，没有起哄，而是耐心等待，暖心

安慰，让我感受到了被包容的力量。谢谢你们！”学

生们听后开心地鼓起掌来。虽然这节课只有一张嘴

和一支粉笔，但学生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课堂

效果不逊于有多媒体辅助的教学。

准备得再充分的课堂，都不可避免会出现意外

情况，例如音乐或视频无法播放、课件排版变样、

心理课堂上“教师表达谢意”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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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学生听从、配合课堂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以致较少有教师会向学生的积极课堂行为表达谢意。然而，心理课不同于传统学

科教学，它以“活动、体验和分享”为主，需要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积极融入、相互支持。心理课堂上，教师向学生表达

谢意，蕴含了多元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例如积极倾听、建立关系、反馈、支持、示范等，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团体育心效果。

关键词：心理课堂；师生关系；感恩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3）16-0029-0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 年第 16 期  总第 543 期30 课程

思考

电脑卡机、活动规则有漏洞等。很多时候，学生都

不会埋怨或指责老师，而是规矩地等候、听从安

排。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学生，就觉得

这是他们理应做的，而要及时表达谢意。因为在团

体心理辅导中，建立关系是促进团体互动的基础，

一声道谢、一份感恩，学生能感受到心理教师对他

们的关注、重视、肯定，从而有助于密切师生关系，

增强学生的向师性，推动心理课堂的高效开展。

二、感谢积极支持，加强课堂管理

为丰富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同时锻炼他们的

表达能力，我在每节心理课都开设“心理联播”节

目，让学生根据不同心理主题轮流上台发言。某

期“心理联播”中，有些学生对发言者的分享不感

兴趣，开始窃窃私语、搞小动作，即使我用手势提

醒，他们依然毫不收敛。我很生气，正想着等下要

严肃教育他们学会倾听，却突然被一位认真倾听的

男生吸引。我灵机一动，不再盯着开小差的人，而

是关注哪些学生在认真倾听。学生分享结束后，我

总结：“心理课堂的顺利开展，不仅取决于分享者，

更有赖于倾听者。在刚才的分享中，我留意到有些

同学坐姿端正，全神贯注地听讲，还时不时做笔记，

即使周围人在讲话，他们也不受影响。这些同学就

是……你们的用心倾听就是对心理课堂最大的支持，

谢谢你们！”被点名表扬的学生坐得更端正了，其他

学生见状也纷纷挺直腰板，自觉调整上课状态。

活动、体验和分享作为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过

程的三个基本要素 [2]，极其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积

极融入、相互支持，只有这样心理课才能上出“心理

味”，从而促进学生心灵成长。面对学生的不配合，

如果教师单纯以批评、指责的方式进行教育，则可

能导致他们过度关注不当行为，削弱自省和自律能

力，还会影响师生关系。教师以表达感谢的方式关

注积极行为，则可以对表现不佳的学生起到旁敲侧

击的作用，促使学生自我反思与调整，实现有效的

课堂管理。

三、感谢真诚分享，营造安全氛围

在“认识自我”的心理课上，我邀请学生分享：

你了解自己的哪些特点？大部分学生都是描述“身

高、体重、性别、角色”等一些外在特征，没人愿意

分享隐秘的内在特点。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引导

学生学会觉察内在自我，我正着急该如何引导，有

个男生举手。他说：“我画画漂亮，这是同学公认

的，但我脾气暴躁，容易得罪人，曾经还和同学吵

过架。”男生的坦诚让我感到意外，我趁机对全班学

生说：“这位同学敢于表达内在自我，而且坦然承认

自己的缺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的真诚分

享！”掌声过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分享他们的内

在特征，营造了积极探索自我的良好课堂氛围。

分享是心理课必不可少的环节，不论学生分享

了什么，教师要做的就是接纳与抱持 [3]。课堂是公

众场合，由于担心被同伴嘲笑或被老师评判，有些

学生不敢表露内心感受与想法，导致影响课堂进展

以及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心理教师要善于捕捉

学生分享中的亮点，通过表达感谢给予学生接纳、

抱持、积极关注，为学生创设安全感，这样他们才

更愿意放下顾虑，敞开自我，真诚分享。

心理课堂上，教师向学生表达谢意，看似是一

种平常的社交语言，实则蕴含了多元的团体心理

辅导技术，例如积极倾听、建立关系、反馈、支持、

示范等，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团体育心效果。此外，

感恩是积极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积极品质之一，大量

的研究发现，表达感谢不仅能提升双方的幸福感和

心理健康水平 [4]，还能增加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

性 [5]。因此，我们不仅要善用“表达谢意”的教学

技巧提升课堂成效，更要为学生树立“常怀感恩之

心”的学习榜样，为他们传递生命正能量。

参考文献

[1]肖汉仕.中小学生喜欢和厌恶的教师语言研究[J].教育科

学研究，2017（9）：59-64.

[2]武文军.活动 体验 分享——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体系

的三要素[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5（1）：14-15.

[3]李玉荣.心理健康教育课如何促进学生有效分享[J].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2021（26）：22-25.

[4]倪旭东，王勤勤.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2）：300-307.

[5]胥兴春，李贞珍.感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研究述评及展

望[J].心理研究，2016，9（2）：4-9.

编辑 / 卫 虹 终校 / 石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