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学生沟通的几个效应，老师您知道么？

做一个真诚的倾听者——格林斯潘效应

与人对话时，我们会观察到听者常常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冷冷地听，没有任何表情

或回应。这会让说话的人怀疑对方是不是在听，对方是不是对自己的话毫无兴趣。这样的

情况持续一段时间，说话者就会感觉这是在自说自话，也就没有兴致继续往下说了。另一

种情形是，一方说话时，另一方不断地与之互动，做出各种表示感兴趣的表情或动作，还

时不时地发出“嗯、嗯”或者“哦”之类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并不会打断另一方说话，反

而会让说话的人感觉自己的话对方都听进去了，而且很感兴趣。说话者受到这样的暗示或

激励，也会以更好的发言来回报如此忠实的听众。人们把后者这种现象称为“格林斯潘效

应”（该效应是以心理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命名的）。格林斯潘 1年做过一项研究：如果对

具体的语言回答，实验者用“嗯、嗯”等反应，被试者的语言行为会受到明显影响。事实

上，不仅仅是“嗯”的声音，其他很多方式，如行为举止、语调风格、言语方式等，都会

对对方产生影响，产生格林斯潘效应。

格林斯潘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教师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听众。尊重是相互的，格林斯

潘效应其实是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对说话者的尊重。只有尊重了对方，轮到自己说话时，才

能得到对方的尊重。

教师和学生，一个是成年人，阅历丰富，有权威；一个是未成年人，涉世未深，没有权威。

这容易造成教师在学生面前有优越感，从而对学生说的话比较轻视，在学生说话时毫无反

应。很多教师只会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和学生的“谈话”是以自己说为主，几乎不给学

生留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偶尔让学生说话，还没有等学生说上几句就急于打断，之后继

续长篇说教，似乎学生的话只是教师两大段说教之间的过渡。

说一个“嗯”字，点一下头，其实很容易做到。但是，做与不做，差别很大。所以，在学

生和你说话时，请别忘了看着对方，并不时地做出回应。这对于融洽师生关系、提升师生

对话效果十分重要。

 

 “是的，是的，可是……”——可是效应

班主任和学生的谈话很多情况下不是对话，而是“宣讲”——班主任只顾滔滔不绝地向学

生灌输道理，不顾及学生的感受。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班主任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倾

听者，要让学生多说话。学生在说话时会传递很多信息，也会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诉求。



在了解了学生的信息之后，教师的教育就有的放矢了。

当然，学生的观点未必都正确，有些甚至正是教师要批评的。若教师的观点和学生的观点

发生冲突，究竟该以什么方式协调呢？教师如何让学生听得进去呢？“可是效应”也许能

帮得上忙。

“可是效应”是指当我们试图让对方改变观点或接受自己的观点时，对对方的观点先采取

“是”的态度（肯定），后采取“可是”的态度，对方就比较容易接受己方意见的现象。

在谈话中，无论学生说什么，教师都不要立即下结论或者简单否定，而是以“是，

是……”回应。这样做首先是对学生表达思想的权利的尊重，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其实，

这个“是”可以有多重理解，不一定就是赞同，也有“你说的我知道了”这样的含义，但

让人听上去很舒服，还会产生一种对方已让步的感觉。

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班主任在不失时机地点头称是的同时，以“可是”转折，发表

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学生就不好意思不接受老师的意见了。因为尊重是相互的，老师

首先尊重了学生，学生焉能不给老师面子？如果学生说的话，老师都以“是的，是的”回

应，那么在老师说话的时候，学生怎么可能断然否定？如果学生那样做，无疑在表明自己

只能听得进好话，听不得半点批评。谁也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不好的印象。所以，即使仅

仅是出于对教师尊重自己的回报，学生也会认真听老师说话。“可是效应”说到底，就是一

种互惠的心理——你对我理解、宽容，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你。

当教师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时，“可是效应”能发挥重要作用。教师首先要让学生说话，不

要急于否定，在获取信息、了解学生的心态后，再说“可是”，做到因势利导。

运用“可是效应”时，教师需要注意三点。

①理解。典型例句：“你说的我都听懂了。”

②同情。典型例句：“你也够倒霉的。这事儿不能都怪你。”

③态度温和。典型例句：“我建议你不妨这样……”

 

 “有什么你就冲着我来吧”——安全阀效应

在组织行为学中，人们把将不同观点、情绪加以宣泄并使心理获得平衡以致有利于组织内

部矛盾、冲突的缓和与解决，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现象，称为“安全阀效应”。

我们都知道，人有了压力就需要释放，否则就会“生病”。在班级管理中不设置安全阀是不

安全的。有些班级管理十分严格，制度没有弹性空间，导致气氛压抑，人人自危。看上去

常规良好，但内部压力越来越大，一旦有了突破口导致爆发，后果通常会很严重。就学生



个体而言，他承受的成绩、升学、思想上的压力也很大。教师与学生交流，不仅有教育的

任务，还要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让学生的压力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有利于提振学生的士

气，使其以更好的状态和精神面貌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有时候和学生谈话，学生会陷入长久的沉默，而老师说话的时候，学生又显得心不在焉。

其实，学生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因为种种顾虑，忍着不说。当教师观察到学生欲言又止的

神态时，不妨先暂停，耐心疏导，不要急于对学生灌输道理，因为此时学生心里憋着一口

气或者一肚子话，在他还没有发泄出来之前，心里是装不下任何外加的道理的。教师需要

等待，积极地等待，用各种方式引导学生，安抚学生。学生欲言又止往往是因为有委屈或

者有难言之隐，教师需要以长者的胸襟和宽容的姿态引导学生释放压力。

应用一些宽慰的语言舒缓学生的心理压力，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一旦学生开了口，就要

用各种方式鼓励他说完、说清楚。让学生宣泄一番，他发泄完了，心理压力也就得到了释

放。此时再进行下一步沟通，效果就会好很多。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让学生说出心里话是为了释放学生的压力，班主任要注意保护学生的隐私，成为学

生可以信赖的人。不要拿学生的事作为谈资，要替学生守住秘密，这样还能发挥“自己人

效应”。

第二，发泄情绪要适度，方式、程度和次数都需要控制好，要教给学生正确的缓解压力的

方法。对学生不正确的发泄方式，如破坏公物、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败坏集体荣誉等行

为，必须坚决制止。同时，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如心理咨询师、

心理辅导老师，帮助学生迈过心理上的坎。

第三，在班级里设置一定的渠道，类似于沟通、交流热线，这样学生可以及时和班主任或

者心理老师交流。班主任可以向学生公开自己的电话、邮箱、QQ号（可以专门为学生注

册一个），还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周记，或者和学生进行微信交流、书面交流。总之，除了

当面谈话之外，沟通的方式一定要多种多样。

第四，开展班级活动以缓解学生的压力。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要让它释放出来，开展

活动是最好的减压方式。

下面是“安全阀效应”的几个典型例句。

①有什么话对老师说，没关系，老师会帮你想办法的。

③老师是值得你信任的，我一定会为你保密，请放心地说出来。

③老师知道你心里有话，不要有顾虑，说出来吧，说出来会好受些。你是个学生，让你一



个人承受这些压力是不公平的，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