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教师共情的意义及其培养

●赵　珂　周 成 海

摘　要　教师共情即教师能够站在学生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教师共情有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教师共情是一项能够教授和培养的能力，培

养方法包括模拟、角色扮演和反思性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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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是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又

可译做 “同感”“移情”“同理心”“设身处地”等。

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 一 致，

但大家普遍认为共情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对他人

情绪情感的反应；二是站在他人角度看待问题并理

解他人的认知能力；三是情绪调节。［１］

共情被 视 为 优 秀 教 师 的 重 要 品 质 之 一。概 言

之，教师共情就是教师能够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

考虑问题，对学生的想法和感受能够感同身受，并

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促进学生发展。

一、教师共情的意义

具有共情能力被一些教育家视为优秀教师最重

要 的 人 格 特 征 之 一。如，罗 杰 斯 （Ｃａｒｌ　Ｒａｎｓ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提出，教师要成为学生发展的 “促进者”，

就必须具备 “真实性” “珍视、接纳与信任”以及

“同理心的理解”等品质，“同理心的理解”是一种

“设身处地、站在别人角度看问题的态度，以 学 生

的视角看世界的态度”。［２］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

纳 （Ｋｅｒ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Ｇ．）非 常 重 视 教 师 的 共 情

能力，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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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把

这种共情能力视为 “是否适宜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

条件”，并指出：“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上面所描绘

的那种教育上善解人情的能力；任何一种学识，任

何一种即使从事很久的教师职业，都代替不了这种

能力”。［３］教 师 具 有 共 情 能 力，即 更 善 于 “设 身 处

地”“换位思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

凯兴斯泰纳认为，教师要理解学生，不能单单

依赖所学的心理学理论，共情更有助于教师理解学

生。作为教育对象的未成年人，与作为成年人的教

师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代沟；作为有个性特征的学

生，其认知水平、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均与

教师存在差异。师生之间因为年龄的距离和心理的

差别所造成的隔阂可以通过共情得以弥合。具有共

情能力的教师，能摆脱 “成人中心主义” “教师中

心主义”的桎梏，从儿童的视角、学生的视角理解

学生的 言 谈 举 止、喜 怒 哀 乐；具 有 共 情 能 力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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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能深 入 学 生 内 心 世 界，准 确 把 握 学 生 思 想 意

图，深刻体验学生的内在情感，并根据学生的认知

状况和思维特点开展工作。如，教师带小学生到基

地劳动，有人向他报告，班里一个学生拔了地里种

的萝卜。教师问这个学生：“你为什么拔还没到收

获期的萝卜啊？”学生回答：“我想知道是不是萝卜

叶子越茂盛，地下长的萝卜也越大。”此 时 教 师 通

过共情 作 用，理 解 儿 童 的 好 奇 心，他 这 样 回 应 学

生：“原来你很有探究精神啊！等将来拔萝卜的时

候你再好好观 察 一 下，别 忘 了 把 研 究 成 果 告 诉 我

啊。”

（二）有利于营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育界已经达成共识，师生关系深刻地影响着

教育成效，而教 师 共 情 有 助 于 良 好 师 生 关 系 的 建

立，促进师生的积极互动。当下，缺乏尊重和丧失

公正是营建良好师生关系的最大障碍，而共情却可

能成为 “尊重”“公正”等教师品格的源头。具有

共情能力的教师，能够将心比心，像自己希望受到

尊重那样去尊重学生，像自己希望受到公正对待那

样去公正对待学生，他们能够设身处地体会学生被

体罚和羞辱、被不公正对待时的感受，这种感同身

受更可能引发教师尊重和公正的行为，进而建立更

积极的师生关系。

（三）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因素

教师共情与有效教学之间也存在正向相关的关

系。瑞安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Ｍ．Ｒｙａｎ）等人研究发现，在具

有共情能力的教师的课堂上，学生表现出更强的学

习 动 机，更 低 的 焦 虑 感，并 取 得 更 好 的 学 习 成

绩。［４］在课堂教学中，具有共情 品 质 的 教 师 能 更 好

地感知学生的需要，感受到学生对不能够理解的知

识的焦 虑，能 更 有 耐 心 地 教 学，更 多 地 为 学 生 着

想；在教学内容方面，能照顾到学生原有的知识水

平，关注学 生 的 “最 近 发 展 区”；在 教 学 方 法 上，

会寻找对学生最适切的教学方法；与学生沟 通 时，

能够采取更加平和的态度以及具有亲和力的语言。

所有这些，都确保了教学的有效性。如，教师让两

个学生帮助自己分发已经批阅的考卷，她叮嘱两个

学生：“记得要没有表情哦”。两个孩子点头，真的

面无表情地将考卷发给了每位同学。教师对这一行

为的解释是：发考卷的学生在看到好成绩和差成绩

时，面部表情会有变化，这会让成绩不好的同学心

里难受。这位教师无疑具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这种

共情使她能够照顾到每个学生的感受，理解学生的

不同境况，创设出一个更加多元的教学环境。

（四）能创设出全纳而多元的学校环境

教师共情对于特殊学生群体至关重要。来自单

亲家庭或贫困家庭的、残疾的、学习 能 力 低 下 的、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特殊的处境或状况，往往与主

流学生群体产生隔阂或疏离。如果教师只从自身状

况 （如中产阶级、身心健全）思考问题，必然忽略

特殊学生群体 的 需 求 和 感 受，进 而 加 剧 班 级 中 的

“社会排挤”状况。具有共情能力的教师，能 够 从

特殊学生群体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思考和行动。［５］

（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

亚当·斯 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在 其 名 著 《道 德

情操论》中，将 “同情”视为道德的重要基础，认

为人只有通过立场的置换，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境

况，才能产生仁 慈、宽 容、博 爱 等 美 德。［６］培 养 具

有共情能力的 学 生，应 是 学 校 道 德 教 育 的 重 要 内

容。而要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则需要教师不断做

出共情示范，使学生有机会通过观察和体验提升共

情能力。缺乏共情能力的教师 （具体表现为不尊重

学生、不公正地对待学生等）实际上在不断地向学

生传达这样的信息：我可以为所欲为，我不需要考

虑别人的感受和想法。这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无

疑是起到负面 的 作 用。教 书 育 人 是 教 师 的 基 本 职

责，进行共情示范又是育人工作的重要方式，从这

个角度看，教师自身具备共情能力十分必要。

共情能力 的 重 要 性 也 得 到 很 多 优 秀 教 师 的 认

可。如，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美国名师雷夫 （Ｒａｆｅ

Ｅｓｐｕｉｔｈ）就谈 到，共 情 能 力 帮 助 他 改 进 自 己 的 教

学，使其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他说： “当我自

己做学生的时候，我也曾经感觉一些功课无聊，不

明白为什么要学它们，因为它们看起来和生活毫不

相关。所以，现在每教一门学科的时候，我都要告

诉学生，这个知识在他的生活中有什么用。”［７］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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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魏勇提出，好的教师 “始终能够站在学生

的立场来看待教学教育。做老师其实不难，只要你

不忘记自己当学生时对老师的希望和要求，当时你

希望老师怎 样 做，今 天 你 就 怎 样 做。”［８］知 名 语 文

教师吴非在批评 “把成绩名次排列公布在教室里”

的做法时问道：“那些名次在后的学生，他们的精

神压力和内心苦痛，教师揣摩过吗？”［９］

二、教师共情的培养

具备共情能力的教师，能对学生每天遇到的事

情以一种共情的态度看待和理解。这也是对优秀教

师的一项要求。但在现实中，缺乏共情能力的教师

并不少见，因此培养教师的共情能力应提上 日 程。

麦克伦南 （Ｄｅａｎｎａ　Ｍ．Ｐ．ＭｃＬｅｎｎａｎ）的研究表明，

共情能力是 可 以 通 过 支 持 性 的 教 育 来 教 授 和 培 养

的。［１０］综合相关文献，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培养。

（一）跨文化模拟

教师面 对 的 学 生 是 多 元 的、异 质 文 化 的 承 载

者，共情的教师必须能够走出自身文化，并充分了

解学生的文化，从而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回应 学 生。

为了培养教 师 在 跨 文 化 沟 通 中 的 洞 察 力 和 共 情 能

力，舍茨 （Ｒ．Ｇａｒｒｙ　Ｓｈｉｒｔｓ）设计了跨 文 化 模 拟 的

方法。在 跨 文 化 模 拟 中，经 常 用 的 模 式 是 Ｂａｆａ

Ｂａｆａ（巴法 巴法）模式。Ｂａｆａ　Ｂａｆａ模 式 需 要 两 个

引导者协作，分别将参与者———职前教师———带到

两个房间，两个房间相当接近且彼此隔离。整个过

程需要２－３小时，参与者首先被给予一定时间适

应、融入一种新文化，并成为 “Ａｌｐｈａｎｓ”（阿尔法

人）或 “Ｂｅｔａｎｓ” （贝丹人）的成员。这 两 种 文 化

相互对立，阿尔法文化的特点是集体主义，注重共

同利益，且 采 取 继 承 制；贝 丹 文 化 则 强 调 个 人 主

义，尊重个人利益，没有等级制，实行任人唯贤的

制度。在文化适应后的观察阶段，每组都要选代表

去 “访问”另 一 组 文 化，然 后 回 来 向 自 己 的 “家

庭”做报告，这种交换练习会发生多次，直到所有

成员都参观完另一组文化。［１１］

在访问过程中，教师不可避免地会对另一组的

行为和语言产 生 误 解，作 为 一 种 对 立 文 化 的 访 问

者，在 “参观”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排斥，内心感到

不适和低落。这些感受会促使他们思考自己承担的

角色，并尝试理解和接受另一种对立的文化。这种

跨文化模拟会让教师清晰地意识到在多元文化背景

下不同处境学生的感受，从而设身处地体验对方的

情境。理解言语和沟通上的差异有助于教师避免对

不同文化的学生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形成更好的多

元文化理解力和敏感性。［１２］当教师回归课堂，便能

更好地理解这些处于多元文化环境的学生，体会他

们在班级里作为另一种文化存在的无助和挣扎，这

也是文化敏感型教师要具备的一项重要技能。

（二）角色扮演

要发展教师的共情能力，必须创造机会，使教

师能够进入他人的角色和情境之中，增进对他人感

受的理解。要实现这一点，角色扮演是一种很好的

方法。角色扮演如同练习 “穿别人的鞋子”，体 验

一种新的角色，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再辅之以集体

讨论，帮助教师打破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纠正自

己原先对特定角色的误解和偏见，对自己所扮演角

色的处境有切身体会，因而更能 “感同身受”。

如，在一所全纳性质的学校里，教师可能难以

体会视力障碍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通过

扮演盲人与周围人和环境进行互动，教师便能获得

盲生的生存体验。教师可以戴上眼罩，在同伴协助

下完成超市购物等体验任务。一天的体验结 束 后，

参与的教师要 进 行 集 体 讨 论 和 反 思。通 过 角 色 扮

演，教师体会到盲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处境，意

识到盲生常常受到正常学生的孤立，并且非常需要

他人的帮助。这种体验也让教师在今后教学过程中

能给予特殊学生更多的耐心和帮助，对他们的错误

也能够给予更大的宽容。

角色扮演打破了课堂的局限，允许表演者把现

实生活中各种情境带进教室，表演者之间可以相互

交流、即兴创作，以别人的身份，感知他人如何思

考和行动。这种经历对于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当教

师把自己融入学生之中，便能感受到不同背景的学

生对课堂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三）反思性写作

杜威曾说，并不是有经验就会有学习，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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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反思中学习。共情的产生往往与我们曾经发

生过的事件有关，对过去经验的梳理和反思，将成

为我们未来行动的基础。

反思性写作是个体检视自我经历，籍由自我对

话的过程，深入探索先前经验，以了解自我及进行

评价。［１３］反思 性 写 作 一 般 分 为 四 个 步 骤，即 报 导、

反应、解释和总 结。［１４］第 一 个 步 骤 是 报 导，首 先 要

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将外在的事情转化为记忆

并自由书写下来。如，一位小学数学教师在他的反

思性写作中写道：“今天第一节课是体积计算的新授

课，这个知识对于之前只学习过平面几何的新五年

级学生来说有点困难，在课堂练习时，我叫了班里

数学成绩一直不错的 小 明 来 爬 黑 板，几 分 钟 过 去，

他看上去一点思路都没有，我便让他回位了。”第二

个步骤是反应，教师需要将自己当时的感受和想法

进行表述。教师写道： “当时我感到有些心急和失

望，从他的表情我也看到了失落，我在想我讲得很

清楚啊，怎么还做不出来？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

第三个步骤是解释，教师需要分析出现这些感受和

想法的原因，并不断向自己提问：“为什么他表现出

失落？”“是不是我低估了他的能力？”“这部分我该

怎么讲才更易于理解？”第四个步骤是总结，教师要

从这些经验中整合出结论，并针对未来的行动提出

规划和建议。教师写道：“今天我可能低估了小明，

自己当年学习的时候也曾经被老师低估过，当时自

己感受到的是不服气和失落。在下次课上我将对重

难点重新讲解，并给学生更多练习的机会。”

反思性写作能够唤起过去的经验，教师日后查

阅自己反思性写作的内容时便能出于本能地和学生

们在教学中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站在学生的角度考

虑问题。

共情是教师个人品质的重要成分，是优秀教师

个性的重要特征，对教师个人的发展以及学生成长

都起到关键作用。目前，我国教育界对教师共情的

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对于怎样培养具有共情能力的

教师也缺乏经验。探讨教师共情问题，有助于改进

教师培养工作，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是一个很有价

值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１］Ｄｅｃｅｔｙ　Ｊ，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　Ｌ．Ａ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Ｅｍｐａｔｈｙ［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５４．
［２］［美］卡 尔·罗 杰 斯，杰 罗 姆·弗 赖 伯 格 ．自 由 学

习［Ｍ］．王烨晖，译 ．北 京：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２０１５：１５９－

１６４．
［３］［德］凯兴斯泰纳 ．凯 兴 斯 泰 纳 教 育 论 著 选［Ｍ］．郑

惠卿，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４４－１４５．
［４］Ｒｙａｎ，Ａｌｌｉｓｏｎ　Ｍ，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ｅｌｅｎ．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２）：４５２－４５６．
［５］曾 妮 ．学 会 关 怀［Ｍ］．福 州：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５３－５４．
［６］［英］亚当·斯 密 ．道 德 情 操 论［Ｍ］．蒋 自 强，钦 北

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１７．
［７］陈 勇 ．第５６号 教 室 的 故 事：雷 夫 老 师 中 国 讲 演

录［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０．
［８］魏勇 ．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Ｍ］．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３．
［９］吴非 ．前 方 是 什 么［Ｍ］．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４４．
［１０］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Ｄ　Ｍ　Ｐ．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ｄｒａ－

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５）：４５１．
［１１］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　Ｇ，Ｉｒｖｉｎｅ　Ｊ　Ｊ．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５）：４３７－４３８．
［１２］［美］加兹达 ．教师 人 际 关 系 培 养［Ｍ］．吴 艳 艳，杜

蕾，陈伟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１－４２．
［１３］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Ｂ　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Ｎｕｒｓｅ　Ｅｄｕｃ　Ｔｏｄａｙ，１９９５（３）：２１２－

２１４．．
［１４］林 文 琪 ．反 思 性 写 作 演 讲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ｓｐｅｅｃｈ．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ｓｎｇ／ｃｉ／？ｃ＝Ｕｓｅｒ＆ｍ＝ｖｏｄ＿ｆｉｌｍ＆ｆｉｌｍ
＿ｓｅｒｉｅｓ＝３５＆ｐａｇｅｒ＿ＰａｇｅＩＤ＝１＆ｆｉｌｍ＿ｓｎ＝２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

－１９．

７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