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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由一次打架风波引起的思考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 黄静 
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陈永杰

—— 浅谈如何发挥“共情”的教育作用

摘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最

早提出“共情”这一概念，他认为共情让“咨

询员能够正确地了解当事人内在的主观世界，

并且将有意义的讯息传达给当事人”。它包含

三个层次的含义，即根据求助者的言行深入体

验对方的情感与思维，借助知识经验把握对方

体验与其人格之间的联系以及把共情传达给对

方，以影响对方并取得反馈。本文将和大家分

享一个小故事。故事中，“案”指的是案例，“法”

指的是办法。班主任黄老师运用共情的方法，

通过“积极倾听，走进内心——不断深入，准

确表达——挖掘教育因素，引领成长”这“共

情三部曲”，巧妙地处理班级突发事件，引领

学生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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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这天，六年级（2）班爆出一条大新闻：乖

乖女小燕出手打了大队委小博！咦，两个乖娃

娃，怎么会打起来呢？班主任黄老师满腹疑惑，

快步走向教室。当她赶到教室时，发现孩子们

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激动，教室里竟然弥漫着

一股快乐的气息！再看看当事人，完全没有“仇

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愤怒：小博一脸委屈，

小燕则满脸通红，羞涩地把头埋了下去。一些

男同学还在一旁“打抱不平”：“黄老师，这不

是小燕第一次打小博了。班里还有很多女同学

打男同学呢！”说着，他们还给老师列出了一

串被女同学“打过”的男生名单。嗬，这些男

孩子有的是班干部，有的是田径队队员，都是

些乖孩子呀！

此情此景，让黄老师感受到这不是一次寻

常的“打架风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平日

里温柔可爱的“乖乖女”出手打了聪明能干的“帅

学霸”呢？黄老师通过不断与学生共情，追根

溯源，循循善诱，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共情——积极倾听，走进内心

“能够从人的每一个细小的表现与动作中，

预感地、直觉地把握人们心灵的能力”，是德

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从事

教师职业的基本条件。这种能力，就是一种共

情能力。凯兴斯泰纳认为，共情更有助于教师

理解学生。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共情需要教

师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拥有敏锐的倾听和观

察能力，这样才能找到学生情绪产生的根源，

理解学生的意图。而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倾听者，

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言语信息，更要注意非

言语信息所传递的情感线索。教师可以从学生

的语言、动作、表情，甚至一个细微的眼神去

感受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把握学生的真实情

感与需要，并根据学生的认知状况和情感特点

有针对性地展开教育工作。

黄老师来到教室后，首先注意到了孩子们

兴奋的眼神以及当事人小燕羞涩的表情。接着，

她又认真倾听了孩子们反映的相关情况。这些

信息，让黄老师“嗅”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

这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黄老师通过和孩

子们“共情”，发现了孩子们成长的秘密。

听着孩子们激动的“控诉”，黄老师不由

得联想到了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记得读中学

时，班里的一些同学也喜欢这样“打架”。男

同学“打”女同学，女同学“打”男同学。打

的同学“笑容满面”，被打的同学“满面笑容”。

这是“打架”吗？不，这是青春期的孩子们用

特有的方式在吸引异性的注意呢！进入青春期

的孩子们，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中，他们渴望与异性交往的心理便

悄然萌发了。所以，黄老师觉察到，这其实是

孩子们吸引异性、表达好感的一种方式，是他

们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情感的正常需求和自然

流露。

柏德逊强调，共情是辅导员放下自己个人

的参照标准，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参照标准来

看事物，了解他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周围的世界。

黄老师借助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经验，站在

学生的角度，去体察孩子的情感世界。于是，

她洞悉了孩子们的青春密码，找到了事件的真

正源头，为有效解决冲突奠定了基础。在班级

管理中，教师要用敏锐的教育嗅觉去捕捉有价

值的教育信息，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部分。这样，

才能更好地与学生共情，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

实质，理解学生的情感和意图，并根据学生真

正的需求，设计或调整教育方案，增强教育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学生进一步发展。

二、共情——不断深入，准确表达

通过和孩子们的第一次共情，黄老师觉察

到这次“打架风波”流露出的是一种“人之常

情”。体察到孩子的心理，理解了孩子的情感，

但如果教师不能把这些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

学生就感觉不到教师对自己的理解，无法向教

师敞开心扉，和教师进行真诚地沟通。所以，

教师准确地“述情”，学生才会感到自己被悦纳、

被理解，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为下一步的教

育工作做好铺垫。

该如何向孩子们传达这种感受呢？黄老师

继续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思考：为什么女同学喜

欢去“打”小博这样的男同学呢？哦，因为小

博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得到了大家的青睐，所以，

大家就想用这种方式吸引小博的注意。于是，

她微笑着问女孩子们：“你们为什么非要‘打’

小博，而不去‘打’其他男同学呢？”“因为

他成绩好。”“因为他是大队委！”“因为他

很幽默。”……女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出了答案。

“那这个‘打’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黄老

师意味深长地问道。女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了。“是

你们对小博同学的欣赏和喜爱呀！正是因为小

博同学平时努力学习，团结友爱，所以得到了

大家的喜爱。于是，你们就想用这样的方式表

达对他的喜爱和亲近，对吗？”听了黄老师的

这番话，女孩子们若有所悟，小博也破涕为笑了。

共情应是教师深入学生内心的一个连续不

断的过程。通过和孩子的第一次共情，黄老师

理解了孩子的情感意图，但她的共情并没有停

留在这个层面，而是继续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

“女孩子们为什么会‘打’这些男孩子呢？”

将共情不断深入。思考和探究，往往能促发更

准确、更深刻的共情。由于认知水平、思维方

式的限制，学生不能很好地觉察和认识自我，

教师通过不断思考和探寻，引导学生对自身感

受做进一步的思考，才能唤醒学生的内心世界，

促进其自我分析、自我感悟和自我认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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