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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谐师生关系指的就是在教学或者科研等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利

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平等的社会关系。它具有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特征。当前，

师生关于教师权威与学生权利认知偏差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考评不利于

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媒体对师生不和谐问题的不良炒作不利于尊师爱生的社会舆论塑造三个方面使得

师生关系呈现不和谐。为此，需要从明确师生权责利定位、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三个层面增进师生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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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moniou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refers to the equal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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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udents who respect each other, care for each other, promot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
gether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love for students, and mutual benefit in teaching. At present, the 
cognitive bia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he author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right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mocratic equality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performance evalua-
tion of emphasiz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gnoring teaching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mutual 
learning of teach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bad hype of the media on the problem 
of teacher-student disharmon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on res-
pecting teachers and loving students, which make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disharmo-
nious.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harmon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ree levels: clarifying the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stab-
lishing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and creating a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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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生关系是高等学校教育最基本的关系，师生关系和谐与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师生关系也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现象。为此，需要适应时代变化适时增进高校

师生和谐。 

2. 和谐师生关系的特征 

和谐是古今中外的人们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和理想状态。在中国，和谐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内涵，西

周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在西方，和谐的内涵与我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赫拉克利特认

为，对立差异即是和谐，对立面的既斗争又结合，在对立面的运动中实现自身的和谐统一。和谐作为一

个抽象概念，但其与各种特定的具体形式结合，又有了其自身的特征，在不同范围、领域、层次中表现

出不同的内涵，如家庭、学校、社会和谐等。由此可见，和谐指的是事物与事物、各事物内部诸要素及

事物不同发展阶段内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状态。“就师生关系的和谐来说，和谐主

要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

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2]和谐师生关系指的

就是在教学或者科研等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利互惠、互促互补、

共同发展的平等的社会关系。 

2.1. 民主平等 

和谐师生关系应是民主平等的关系，师生地位应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唐代韩愈认为师生之间不存

在什么等级划分，他们只是接受知识的先后不同，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与柏拉

图的师生关系一直传颂至今。亚里士多德聪明好学，涉猎广泛，很受柏拉图看重，但柏拉图却要给亚里

士多德戴上“缰绳”，可见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管教严格，给了他很高的期望。亚里士多德队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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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尊敬，但在某些问题上，他也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对此，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在涉及知识方面的讨论时，师生之间是民主的，学生同等的有着质疑老师的权利，不会

受到任何“师威”等方面的限制。大学本科教育不同于中小学教育，在教育活动中，学生的主动性更强，

他们的心理生理基本成熟，在完成学习任务和目标时，会更加自主和自觉，大学教师相较于中小学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则主要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因此，相较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权威者”，在大学教师作

为“指引者”的情况下的大学师生更多是民主平等的，是教学并重的。当然，大学和谐师生关系也不是

绝对的民主平等，师生之间总会存在知识、经验上的差距，这更需要大学师生双方树立正确的尊师观念，

寻求地位平衡，以达到民主平等的状态。因此，和谐师生关系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地位

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2.2. 尊师爱生 

和谐师生关系应是尊师爱生的关系。尊师即尊重教师，爱生即爱护学生。大学师生作为一种较为成

熟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相较小学、中学阶段，具有更高的情感成熟度，师生双方的交互性更强。尊

师爱生的关系更具有其特殊性。大学教学是教学与科研一体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互动使师生双方

的情感交融更为密切，尊师爱生的状态更容易受双方的情感获得所左右。教师对学生付之关爱，学生就

会报之尊重。反之，教师如果对学生抱有冷漠疏远的态度，那学生则可能以相同的态度对待教师。因此，

只有双方互相尊重、互相关爱，情感交融，才能形成一种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

曾说，“师生犹鱼，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

而成”[3]，这种小鱼跟大鱼的状态，正是从容、自由、和谐的大学师生关系愿景。作为大学生，在大学

教育中具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他们更希望获得教师的关怀与鼓励，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不仅是

长辈之于晚辈的爱，更是一种尊重的爱、认可的爱，学生会从教师的爱中得到满足愉悦的情感体验，从

而对教师给予爱的回应，这种爱的回应，则集中于尊师的表现，师生的双向关怀与尊重使师生间的心理

距离大大缩短，达到尊师爱生的和谐师生关系状态。 

2.3. 教学相长 

和谐师生关系应是教学相长的关系。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良

性的社会关系。教育活动中的教学相长指的老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互动中实现共同进步。我国古代有

不少师生，在教于学的过程中互相学习，最终都成了一代大家。大学教育相较于中小学教育，其教学相

长的特征更为明显，大学课堂更为自由，师生交流更为活跃，在课堂教学和学术探讨中，师生不自觉地

受到彼此的影响，实现共同进步，教学相长。由此可见，和谐的师生关系，应是师生之间互相学习，互

助进步的关系。 

3. 师生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探析 

3.1. 师生关于教师权威与学生权利认知偏差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 

部分师生关于教师权威与学生权利的认知层面存在某些偏差，不利于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受传统

尊师文化的影响，对教师权威的定位过分放大。传统尊师重教思想对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起着重要的作

用，但其对教师权威的过分强调却会对师生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思想观念成为

传统师生关系的主体特征”[4]。在大学师生关系中，我们虽然总强调师生平等，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

人们常常会被传统“尊师”思维所影响。在惯性思维里，教师拥有着至尊的地位，学生往往囿于传统的

“师威”受到压抑。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逐渐推进，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的教育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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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权利也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和关注。但过分强调学生权利却可能不利于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从教

师角度看，部分传统教师难以快速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充分给予学生的课堂主动权。

从学生的角度看，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追求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时，可能难以把握分寸，在行为和

言语上产生过激的反应。 

3.2. 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考评不利于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 

和谐师生关系应是教学相长的关系，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考评弱化了师生之间的沟通，不利于师

生之间的教学相长。“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实现教学预期效果的前提，也是师德和学风的重要体现。但在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导向下，学术研究占用了教师的大部分时间，教书育人的精力被分散。”

[5]当前，我国部分高校中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考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师生关系造成了负

面影响。由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性，高校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时，也承担着一定的科研任务，科研成果

关系到教师的绩效，因此，我们部分大学老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科研上，相比之下，对于课堂教学的

投入便相对减少了。高校在对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考核时，一般只对教师授课的具体课时量进行计算，而

对具体教学内容的考核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此种现象导致了部分教师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忽视。高校绩

效考评对科研这类容易量化的活动过于重视，许多教师在此种氛围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

学校布置的科研任务上。为了搞好科研，做出相应的学术成果，教师可能把精力更多花在自己的科研工

作上，相对弱化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长此以往，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的时间就大打折扣了。课堂上师

生缺乏沟通，课下自然不言而喻，师生的教学相长也难以实现。 

3.3. 媒体对师生不和谐问题的不良炒作不利于尊师爱生的社会舆论塑造 

媒体对教师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监督和规制作用，但某些媒体为了博取大众眼球而进行的有关师生舆

论的不良炒作却对师生关系和谐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尊师爱生的社会舆论塑造。随着网络和新媒体

的发展，部分人民群众的是非判断可能会受到不良舆论地干扰和左右。近年来，有关高校教师的负面新

闻报道大量出现，教师“师德失范”的媒体报道扭曲了社会大众对教师群体的评价，久而久之，在此种

舆论环境误导下，民众尊师观念也渐行渐远。此外，在如今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年代，一旦发生师生冲

突等热点事件时，舆论可能会被“异化”，某些媒体为了博取关注，往往采取夸大其词、扭曲真相、捏

造事实、无端造谣等手段。部分有关师生矛盾的社会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师德失范的教师具

有监管作用，但由于信息传递中的偏差，某些师生矛盾可能会被曲解，教师的师德失范行为可能会被过

分放大，进而引起全社会对教师行业好感度的降低。 

4. 增进高校师生和谐的对策分析 

新时代增进高校师生和谐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要从明确师生权责利定位、建立合

理的考评体系和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三个方面，努力推进高校师生关系和谐。 

4.1. 纠正师生认知偏差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师生认知偏差是造成师生关系不和谐的内在根源。为此，我们须从教师和学生

两个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入手，着力纠正师生认知偏差。新时期高校师生关系更加平等，双方能够互相尊

重，教与学相辅相成。面对师生关系的转变，教师和学生也应全面了解新型师生关系，不能再固守旧观

念。 
一方面，教师要积极转变观念，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教学过程中，适当放下师道尊严

的架子。引导教师认识到新时代大学本科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克服传统教育模式中将学生置于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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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性思维，对自身作为权威的角色进行一定淡化。教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正常的观点意见和合理

的民主诉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让教育过程不仅仅是

知识传授过程，更是学生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的过程。 
另一方面，学生也要积极转变观念，认识到新型和谐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互相关爱、教学相

长的关系。学生首先要尊重教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对教师报以敬意，尊重和理解教师。其次，

要加强师生间的沟通，通过相互沟通，化解师生间的心理隔阂，沟通与交流是和谐师生关系形成和发展

的基础，学生更应主动与教师进行交流。师生交流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而且是教师各方面经验的传

授过程，在师生交流中，学生能学到课堂内外的多方面知识。大学生要积极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主动

拓宽与教师的沟通渠道。比如，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教师做些辅助工作。在课堂上积极发言，与

教师进行互动等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沟通意识，在尊师的前提下

与教师进行课堂内外的交流，在交流中形成师生共识，达到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目的。 

4.2. 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 

大学是育人的场所，大学创立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科研任务只是各大学所应

承担的部分义务，对大学教师的绩效考评，不能舍本逐末，重科研成果，轻教学质量。现如今某些高校

对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都以科研成果来作为教师绩效考核的首要标准，对教师教

学成果的考察也只是简单的量化分析，如课时量计算、挂科率计算等方式。高校教师的本职工作即是育

人，而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考评机制无疑会大大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高校应把握大学教育的育人本

质，把激发教师内在积极性作为考核目标。高校要充分尊重高校教师的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关心教师

的内在需求，信任教师能力，关注教师的全面发展，从高校师生的实际出发设置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

通过评估促进教师工作积极性。同时，要学习其他高校相关经验，引进和创新新型绩效考核制度 充分体

现绩效考核的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把考核重点聚焦于冰冷的数字指标上，从不同方面完善绩效考评机制，

平衡科研与教学间的关系，为师生教学相长营造有利条件。 

4.3. 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社会舆论环境是影响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师生关系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要从

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引导正确尊师观念两个层面，为师生关系和谐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第一，引导正确的尊师导向。正确的尊师价值导向对社会尊师观念有着正方向的引导。只有树立主

流尊师价值导向，才能在师生多元价值观中找到平衡点，在求同存异的同时形成思想共识，实现师生关

系的和谐。党和政府应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师重道的社会

意识。为此，我们应努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构建和渗透主流价值观。在经济领域，我们要宣扬正

确的义利观，自觉抵制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正确价值观

念。在政治领域，要发扬民主法制观念，倡导民主社会道德，树立平等社会风尚。倡导权利与义务相统

一的价值观念，尊重个人权利，强化义务观念，使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民主。在文化领域，要继续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传统文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尊师故事，引导民众树立尊师观念。同

时，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使群众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加强媒体的正确规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媒介也有了多样性的扩展，其中，网

络新媒体渐渐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主阵地。网络媒体具有信息传递快捷性、自由性、匿名化的特点。媒体

对师生不和谐问题的不良炒作要求政府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严格的网络法律法规，对网络中那些混淆事

实的不良媒体舆论进行坚决打击。同时，要用法律的力量肃清网络环境，坚决粉碎网络中的不健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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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5. 结语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大学本科师生关系和谐与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开展影响重

大。近年来，有关高校师生问题的舆论报道频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师生关系是高校中最基本、

最重要的关系，和谐师生关系对师生个人发展、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大的意义。对于大学生而言，和谐师生关系有利于其在与教师的互动中增长自身的能力，健全自身的人

格。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对大学教师而言，和谐师生关系对于其教学水平和科研水

平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必须把和谐师生关系建设作为当前高校建设的重点内容，从师生、学校、

媒体三个方面着手，推动形成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和谐大学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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