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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有安全感的课堂环境案例探究

【摘要】课堂管理工作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保证正常教学秩序、提

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本文从课堂安全感的角度出发，通过案例研究的方

式探讨如何营造有安全感的课堂环境，力求对课堂管理工作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安全感 课堂环境 案例

每个教师都希望建立有秩序、有效率的课堂，而这两点应该以有安全感的课

堂环境为前提。只有师生共同具有了安全感，师生才能专心投入于课堂管理和教

学中。因此，营造有安全感的课堂环境显得极为重要。所谓安全，主要指心理层

面上的安全。这种安全感必须由师生、生生间共同建立。如今学生厌学的现象常

常可见，惧怕课堂、惧怕学校的案例也并非偶然，究其原因，大多是学生对于学

校、课堂没有安全感。他们担心被指责、被嘲笑、被忽视、被孤立……种种的担

心令他们无法投入学习，进而产生种种的心理乃至行为问题。

一、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具有安全感的课堂里，师生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融洽的。为建立和谐的师

生关系，首先要求教师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即不焦虑，有自信。有些教师对自己

不够自信，只要学生在听课时稍微有点小动作，便怀疑学生不听课、开小差，进

而怀疑学生不尊重自己，于是对学生横加指责。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会引起被批评

学生的极大反感，其他学生的注意力也被分散，这样课堂会越来越混乱，师生关

系越来越僵化，教师也越来越焦虑。这样，课堂进入了恶性循环，课堂管理无法

顺利进行。有时，教师极为强势，可能暂时“镇压”了学生，然而久而久之，学

生对教师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这种畏惧对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极

为不利，学生在这种充满高压气氛的课堂中容易产生厌学心理。为避免这一情况

的发生，教师就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人格，以平和、包容的

心态对待学生的行为。同时，教师要注意自己在课堂上的教态，亲切自然，得体

大方，才能令学生有安全感。

案例：

一位刚刚踏上讲台的青年教师，在开学的第一个月中每天努力备课，认真

辅导学生，工作劲头十足。然而她一直有一个困惑：这一班级的学生在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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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上都愿意大声发言，热烈讨论，只有在自己的课堂上非常沉闷，即使自己

设计多个适合学生讨论的话题，主动发言的依旧寥寥无几。教师点名之后发言的

学生也是声音很小，发言简短，不愿多说话。

当这位教师进行了一些课下的询问之后发现，学生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教

师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极为严肃，从无笑脸，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只是简短地说一句

“请坐”，而没有详细的点评。久而久之，学生不知道老师的态度，又畏惧老师

严肃的神情，因此选择了沉默。

而这位青年教师严肃的原因是，害怕自己过于温和而被学生“欺负”，希望

自己建立教师的威严；不点评学生发言的原因是自己在讲台上太紧张，有时根本

没听清学生的发言内容，点评更无从谈起。归根结底，还是初为人师的不自信所

致。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青年教师慢慢有了自信，开始微笑地面对学生，仔

细倾听学生的发言，课堂果然开始活跃起来了。

二、建立学生间的相互尊重

在课堂之中，难免出现有学生犯错误的情况。然而面对同学的错误，如果

其他学生出现嘲笑、不屑的态度，那么犯错误的学生将失去安全感，甚至失去学

习的勇气和兴趣。学生之间本身具备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之外貌、家

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有些学生会产生一些优越感或自卑感。在这种情况下，教

师要向学生灌输彼此尊重的思想，平和对待每位同学可能出现的错误，及时制止

相互嘲笑、相互不尊重的行为。

案例：

班级里的一位同学听课认真，勇于提问。但是由于基础较差，思维有些

极端，他常常会问一些其他同学看来非常简单或者非常怪异的问题。久而久之，

只要这位同学一举手，其他部分同学便会发出“嘘”声。

教师发觉了其他同学的反应，便首先在课堂中表扬了勇于提问的行为，

讲明提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发出“嘘”声的同学做了严肃批评。同时，在

课后与这位同学进行了沟通，约定以后将他一个人的问题留到课后解决。这样既

不影响课堂进度，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位同学的困惑。此后，同学们提问的积极性

依旧，无论大家提出多么幼稚或多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有嘲笑的声音。

三、教师关注每位学生

许多学生在课堂中产生的不安全感是由教师在无意中造成的。因此，摒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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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影响安全感的行为，才能令学生对教师产生信赖，从而形成师生间良好的交流。

不忽略任何一位学生，是每位教师应当做到的事情。然而由于教师自身的精

力有限，常常会更多地注意到课堂表现更加优异或更加落后的学生。事实上，课

堂里还有一类数量更多的学生，他们的表现既不优秀也不太差，从不违反纪律，

也没有太亮眼的表现，个性亦不十分突出，存在感较弱。有些科任教师甚至教了

一学期都不是很熟悉某位同学的名字。这样的学生其实也有一种潜在的不安全

感，即被忽视的孤独。而由于他们表现得过于平凡，教师常常已经忽略的他们而

不自知，这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案例：

高一即将结束，高二将要进行文理科分班。期末在即，我最后一次批阅学

生的周记。翻开一位同学的周记时，我很惊讶地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亲爱的

老师你好！一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想到下一学期要离开这个班级，我有些不

舍。在这最后一篇周记中，我想向你提出一个要求：一年以来，你在其他同学的

周记本上常常写下很多的评语，但只有我的本子上总是只有一个“阅”字。我知

道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但还是希望最后一次周记能够得到你多一些的评语。可以

吗？”

我十分惭愧，不知自己竟在无意间伤害了这样一颗敏感的心灵。我尽自己

所能在周记本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话语，不知是否能弥补一点她的遗憾。后来她

离开了这个班级，不知在其他的班级里她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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