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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师生关系作为学校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直接关系到学生成长和教育质量。通过调查全面把

握当前大学师生关系的现状, 并在分析问题原因的基础上, 分别从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入手, 对改善大学

师生关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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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师生关系是大学校园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

系,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学校的教育活动是师生双方共同参与和交往的活动, 是

在一定的师生关系维系下进行的。因此, 良好的师生关系

是教育活动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不

断改革与发展, 大学师生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大

学师生关系的好坏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教学活动能否顺利

开展和能否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了了解当前大学

师生关系的现状, 笔者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 力

图通过调查分析, 准确把握当前大学师生关系的基本情况、

存在的问题, 并进行原因分析和对策的探讨, 以便为相关

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为了做好此次问卷调查工作, 笔者设计了 / 大学师生

关系调查问卷0 , 于 2005 年 12 月进行了一项有关当前大学

师生关系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 以

本校在校本科生为主体, 随机抽取了 8 个院系的 400 名学

生构成调查样本, 回收有效问卷 38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515%。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 年级 专业

男生 女生 一 二 三 四 文科类 理科类 体艺类

人数 153 229 59 131 87 105 137 196 49

百分

比( % )
40. 1 59. 9 15. 4 34. 3 22. 8 27. 5 35. 9 51. 3 12. 8

  调查问卷由 17 个问题组成, 具体内容涉及在校大学生

对大学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对师生关系的理解、师生之

间交往情况、学生心目中的教师、影响师生关系因素的看

法等内容。

调查数据全部采用 SPSS1010 统计软件包上机处理,

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对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

1. 从总体而言, 大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一般。

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对当前师生关系 / 很满意0 ( 31 1% )和

/ 满意0 ( 201 7% )的比例不高, 大多数学生满意度为 / 一

般0 ( 6015% ) , 少数学生对师生关系 /不满意0 ( 1517% )。

2. 从性别比较角度看: 男女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

没有显著差异, 对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趋向一般化。

3. 从专业比较角度看: 理科生对当前大学师生关系的

满意程度 ( 291 1% )和不满意程度 ( 2019% ) , 均比文科类

( 161 1% ; 1019% )和体艺类( 2415% ; 81 2% )学生要高, 而

文科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程度则更加趋向一般化, 731 0%

的学生认为师生关系 / 一般0, 其中文科生对当前师生关系

/很满意0 的比率竟为零。

4. 从年级比较的角度来看: 随着年级的提高, 学生对

师生关系的满意度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四个年级的比例依

次为: 401 7%、231 7%、211 9%、141 9% ) , 而对师生关系

的不满意程度则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四个年级的比例依次

为: 1012%、111 5%、181 1%、231 0% )。

(二) 对师生关系的理解

1. 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学生将师生关系理解为是一种

y [收稿日期]  2006- 06- 03
  [基金项目]  湖北省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青年项目 /地方师范院校学生价值观念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0 ( 2005q134)。
  [作者简介]  邹强 ( 1972- ) , 男, 湖北蕲春人, 湖北咸宁学院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5 级博士生。

第 30 卷第 1 期

2007 年 3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 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 rch

Vol1 30, No11

M ar1 2007



/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0 的关系。从调查的数据来看, 6713%

的学生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 /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0 的关系,

111 5%的学生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 /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0

的关系, 仅有 2112%的学生认为师生关系是 / 一般朋友0

和 /知己0 的关系。也就是说, 学生将师生关系主要理解

为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强调教师的权威。

2. 从专业的比较来看: 文科生更倾向于认为师生关系

是一种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0 的关系( 7512% ) , 理科生次

之( 6318% ) , 体艺生更次之( 571 1%) ; 而体艺生更倾向于

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 / 一般朋友0 和 / 知己0 的关系

( 3417% ) , 理科生次之( 2114% ) , 文科生更次之 ( 1610% )。

可见, 由于学科本身的特殊性, 师生交往更突出个别交往

与教学, 因而体艺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更易于建立, 师生

关系更趋于融洽。

3. 从年级的比较来看: 随着年级的提高, 学生将师生

关系理解为 /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0 和 /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0

关系的比例呈逐渐升高的趋势 (四个年级的比例依次为:

691 5%、731 2%、8119%、8917% ) , 而将师生关系理解为

/ 一般朋友0 和 / 知己0 关系的比例则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四个年级 的比例依 次为: 301 5%、261 7%、 181 1%、

101 3% )。也就是说, 低年级的学生更易于与教师建立起较

好的、亲密的关系, 但随着年级提高, 师生关系逐渐变得

疏远, 而成为传统意义上 / 师0 与 / 徒0 的关系。

(三) 师生之间的交往情况

1. 师生交往的意愿与时机: 大多数学生希望与老师交

流, 但交流的时间与机会很少

( 1) 从交往的意愿上看, 大多数学生希望与老师进行

交流。调查数据表明, 2918%的学生很希望并愿意主动和

老师交流, 541 2%的学生认为 / 如果方便的话, 能交流也

不错0 , 也就是说, 有近 841 0% 的学生有与老师进行交流

的意愿。

( 2) 从交往的时间与机会上看 , 师生交往的时间与机

会很少。从调查数据来看, 仅 41 2% 的学生认为有时间和

机会并随时可与老师进行交流, 而 3817%的学生认为有时

间和机会但很少与教师进行交流, 另外, 有高达 401 8%的

学生认为与教师基本没有交流的时间与机会, 1110% 的学

生竟 / 没试过, 不清楚0 与教师进行交流。可见, 大学生

与教师交往不仅机会少, 而且时间也少。

调查还表明, 在与教师交往的时间与机会方面: 男生

与教师进行交流的时间与机会比女生要多; 体艺类学生与

教师进行交流的时间与机会比理科的学生要多, 理科学生

又多于文科学生, 在 / 有, 随时可以0 和 / 有, 但很少0

两项的选择上, 体艺类、理科类、文科类学生的比例依次

是 6112%、511 5%、381 6% ; 一年级的学生与老师交流的

时间与机会是四个年级中最多的, 但随着年级的提高, 学

生与教师交往的时间与机会逐渐减少。

2. 师生交往的对象与频率: 学生与班主任、辅导员交

往较多, 但师生交往的频率不高

( 1) 总体而言, 在师生交往中, 学生与班主任和辅导

员交往较多, 但师生交往频率不高。在师生交往中, 由于

班主任、辅导员工作性质与特点使然, 因而他们与学生打

交道的时间和机会比任课教师要多得多, 如在师生交往频

率中 / 经常0 和 / 时常0 两个选项上, 班主任的比例为

5711% , 辅导员的比例为 3915% , 而任课教师的比例为

3318%。尽管学生与班主任、辅导员交往较多 , 但交往的

频率并不高, 如 / 经常0 与学生进行交流的班主任仅为

2316% , 辅导员为 1615% , 任课教师为 131 6% ; 而 / 偶

尔0 和 / 从不0 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比例依次为, 任课教师

6612%、辅导员 5918%、班主任 4219%。

( 2) 在年级交往频率上, 随着学生年级的提高, 师生

交往的频率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在与一、二、三、四年

级的学生进行交往的频率上, / 经常0 一项的比例, 任课老

师分别为 1619%、1513%、101 3%、121 4% ; 班主任分别

为 391 0%、 2114%、1915%、211 0% ; 辅导 员 分 别为

3212%、1017% , 181 0% 、1313%。在这一变化趋势中,

虽然有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和自我教育

能力逐渐提高的成分 , 但随着年级提高, 师生之间越来越

缺乏沟通与交流的局面是不容忽视的。如毕业班学生的心

态, 就特别需要老师予以关注与引导。

3. 师生交流的方式: 多数学生喜欢与老师面对面的交谈

在信息化时代, 师生交流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尽管

电话、网络等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际工具与手段, 但在

师生交往中, 更多的学生倾向于利于情感沟通的 / 面对面

的交谈0 ( 461 1% ) , 而倾向于通过 / 电话0 交流的学生仅

为 1718% , 通过 / QQ 或 E- mail或信件0 交流的学生仅

为 1017%。

4. 师生交流的内容: 内容涉及多方面, 但多与学习相关

在回答 / 你希望与老师交流什么 (选三项)0 的选择

中, 591 7%的学生选择 / 自己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挫折和

快乐0, 5412%的学生选择 / 本专业的学习心得和体会0 ,

4211%的学生选择 / 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和该领域的发展

状况0, 3310%的学生选择 / 老师对你的看法和建议0。可

见, 在师生交往中, 学生希望与教师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除了专业学习方面的内容外, 学生更希望老师了解和关心

他们的内心体验与感受, 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5. 师生交往中存在的问题: 师生之间不尊重的行为仍

存在

尊师爱生, 是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 也是和谐师生关

系的应有之义。调查表明, 在大学师生关系之中, 老师不

爱护学生、学生不尊重老师的行为仍然存在, 并时有发生。

如在问及 / 就你所了解的情况, 周围有没有发生过关于学

生 (老师) 对老师 (学生) 不尊重的行为?0 时, 5317%的

学生认为周围存在师生之间不尊重的行为, 但很少发生,

1113%的学生认为此类现象经常发生, 而认为极少发生或

没有发生此类现象的学生仅占 351 0%。

6. 教师的作用: 学生在遇到困难时很少向老师求助

在师生交往中, 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上的引路人, 心

灵上的导航者, 也是学生的朋友, 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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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与困难, 并提供帮助。然而, 我们的调查发现, 学

生在遇到困难时, 最不愿求助的对象竟然是老师, 选择求

助于教师的仅为 21 9% , 而选择向 / 同学/朋友0、/ 自己解

决0、 / 家长0 求助的比例依次为 5118%、351 1%、

101 2%。学生在面对困难时的选择, 进一步说明学生更多

还是将教师看作是 / 教育者0、/ 管理者0 , 而非 / 朋友0 与

/ 知己0。要改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 教师必

须改变自身的形象, 做一个真正的 / 良师0 和 / 益友0。

(四) 学生心目中的老师

1. 对现阶段大学教师的评价: 有令人钦佩的老师, 但

很少

在回答现阶段是否有令自己钦佩的老师这一问题时,

661 8%的学生认为在大学阶段, 有自己所钦佩的老师, 但

为数不多, 仅有 71 1%的学生认为 / 有0 并且 / 很多0 , 但

也有高达 1811%的学生认为没有。可见, 大学生对自己学

习过程中的教师整体评价不高, 教师的形象与他们的预期

相距甚远。

2. 学生心目中教师的形象

( 1) 学生所 /喜欢0 的教师的形象

在回答 / 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老师 (选三项) 0 问题

时, 学生的回答依次是: 幽默风趣, 课堂气氛活跃

( 6314% ) ; 观念新颖, 思维敏捷 ( 471 1% ) ; 知识广博, 阅

历丰富( 421 4% ) ; 谈吐大方, 有颗年轻的心 ( 341 0% ) ; 经

常深入学生, 了解学生情况( 311 4% )。

( 2) 学生 /不喜欢0 的教师的形象

在回答 / 你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老师 (选三项)0 问题

时, 学生的回答依次是: 与学生交往敷衍了事, 流于形式

( 6414% ) ; 固步自封, 思想狭隘 ( 451 8% ) ; 对学生不闻不

问( 4016% ) ; 言行不一( 391 5% ) ; 自私( 3416% ) ; 随意调

课, 拖堂( 2215% )。

在学生的心目中, 一个老师是否为自己所喜欢或不喜

欢, 其能力、知识的丰富程度以及人格品性往往是十分重

要的因素: 能力强、知识广博、人格丰盈、尊重爱护学生

的教师更容易受学生的欢迎, 相反, 则不易受学生欢迎。

在师生交往中, 教师自身的因素对师生关系的影响是十分

明显和重要的, 因而,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对老师自身

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讨论与建议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 总体而言, 当前大学师生关系有

诸多合理性、积极性成分, 但所存在的问题亦不可小视,

师生交往并非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如学生对师生关系满意

度不高, 师生关系仅限于 /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0 的关系,

师生交往时间和机会较少, 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作用与地

位无从体现, 等等。从调查来看, 学生认为影响师生关系

主要因素是学校相关教育政策与制度因素, 其次是教师与

学生自身的问题。如在回答 /影响师生关系的主要因素0

的问题中, 341 8%的学生认为是 / 学生人数多, 老师精力

有限0 , 231 8% 的学生认为是 / 学校管理模式、环境等0,

2316%的学生认为是 / 老师自身因素不足0 , 121 8%的学生

认为是 / 学生自身因素不足0。

笔者以为, 造成当前大学师生关系不和谐、不协调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 概括起来主要有:

1. 学校因素

一是, 教育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年来, 由于高校

大规模扩招, 学生人数急剧上升, 而师资队伍的建设明显

滞后, 生师比例不断攀高, 教师人手严重不足。因此, 一

方面教师队伍数量不足, 不能满足学生诸多方面发展的需

要, 另一方面教师因繁忙的教学任务而无暇顾及与学生的

交流与沟通, 从而导致生师关系生疏, 教师不熟悉、不了

解学生, 学生不认识教师, 这种现象在许多高校十分普遍。

二是, 管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调查中, 有 231 8%

的学生认为 / 学校管理模式, 环境等0 是影响师生关系的

主要因素。可见学校的管理模式、育人环境也是影响师生

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主的管理运作模式, 良好的育人环境,

有助于形成浓郁的人文氛围, 诸如校风、学风、班风, 以

及领导教师的工作作风等, 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师

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紧张的师生关系往往与非民主化的

管理制度、管理模式, 以及缺乏人文关怀的育人环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

2. 教师与学生自身因素

从教师自身而言: 在学校师生关系中, 教师在其中起

着主导、调控的作用, 教师作为教育者, 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念, 他的人格魅力直接影响到师

生关系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师生关系的发展方向。

调查结果显示, 有 2316%的学生认为教师自身的不足是影

响到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教师人手不足是影响到师生关系发展的一个方面,

但教师内在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师生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如

大学生所 / 喜欢0 和 / 不喜欢0 的教师类型的调查结果已

经充分说明, 教师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师生关系的一个

重要因素。尤其是当前仍然有些教师对自己的角色身份缺

乏清醒的认识, 总是以 / 知识的长者0 自居, 对学生缺乏

足够的诚心与耐心, 乃至损害学生的自尊心与信心, 导致

学生无法信任老师, 师生关系逐渐紧张化; 有些老师对自

身的职责任务不够明确, 不能满足学生获取知识外的其他

需求, 使师生关系的发展受到局限。

从学生自身而言: 在师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中, 学生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需要师生双

方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调查说明: 学生对师生关系缺乏

全面、深入的认识, 在交往意向上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

学生自身素质的不足, 以及学生对教师不尊重等都是致使

师生关系生疏、紧张的主要原因。

3. 师生关系的传统观念

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 除了当前学校的政策、制度性

因素, 教师与学生自身的原因外, 师生关系的传统也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主要植根于封建

宗族、业缘关系, 师生交往具有明显的封建宗法性与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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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它把师生关系视为家庭父子关系, /一日为师, 终身为

父0 的说法是其典型表现。师生关系的这种家族色彩固然

包含有亲情、师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但又极易将

/ 家长制0 推及到教学过程中, 要求学生绝对服从老师, 造

成师生间在知识与人格上的不平等。这种传统的师生观忽

略了学生的主体性, 使学生难以发挥自身能动性和创造性,

不利于教学相长, 窄化了师生关系的范畴, 将师生关系局

限于教学过程之中的 /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0 的关系。由于

受传统师生观的影响, 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许多教育者也

往往不能摆脱这种观念的禁锢, 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这

种师生关系的传统, 从而无形地制约着师生之间的交往。

尽管大学师生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这些因素的

存在也为改善大学师生关系提供了切入点与突破口:

第一, 学校应加强制度和环境建设, 为师生关系的良

性运行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和人文环境。师生关系作为学

校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其发展与运行始终离不开学校教育

政策制度的显性影响和学校育人环境的隐性作用。因此,

作为学校来讲, 必须为师生关系的良性运行创造一个有利

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为此, 学校在制定切实可行的育人目

标和任务的同时, 必须确立服务育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

念, 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的有效实施, 一方

面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为理顺各级关

系, 如领导与教师关系、教师与教师关系、教师与学生关

系等, 营造民主、和谐的制度环境。同时, 学校应加强校

园环境建设, 为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一个优美、

和谐、雅致的场所。良好的校园环境既包括拥有深厚底蕴

的校园人文环境, 也包括优雅怡人的自然环境。作为老师

和学生的主要的活动场所, 他们时刻都在接受着周围环境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 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给老师和

学生以熏陶, 为双方交往提供条件。

第二, 教师应自觉加强自身修养, 发挥自己在师生关

系中的主导性作用

一是教师应自觉确立实质性权威。由于教师权威是一

种潜在的无形的教育力量, 是教师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育

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因此, 在师生交往中, 教师应自觉

确立起通过人格性影响和知识性影响所建立起来的实质性

权威, 弱化通过传统性影响和法定性影响所确立的制度性

权威。在师生交往过程中, 对于具有自主性、自觉性的大

学生来说, 他们希望自己的老师有广博的知识, 使课堂气

氛活跃; 他们也希望教师关爱学生, 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

和完美的形象。只有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准提升了, 学

生才会尊重、信任老师, 主动与老师交往。

二是教师应与学生平等相处。现代师生交往倡导的是

一种以人为本的民主型师生关系, 即尊重学生的人格, 平

等地对待学生, 热爱学生。大学生毕竟已经是成人, 他们

希望能与老师处于一种平等、民主的地位。因此, 老师应

该放下架子, 与学生平等、友好相处, 在生活和学习中给

予学生更多关怀, 更多地了解学生,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第三, 充分调动学生在师生交往中的主体性意识, 促

进师生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是学生应积极调整自己的状态, 主动适应老师的教

学。师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以情感为基础的教学关

系之中。大学教师虽然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 但他们大多

是从事大规模的教学, 很难满足每个学生的要求。因此,

要有效地促进教学, 不仅仅只是靠老师在教学上的不断创

新, 而且还在于学生对老师教学的适应, 只有双方相互调

整, 彼此适应, 才能在教学中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二是

学生应自觉发展在师生交往中的自主、主动意识。由于高

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老师所面对的学生团体不断增大,

个人精力很有限, 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所以, 学生就

应该主动地去与老师交流, 珍惜课堂上和课外的与老师交

流沟通的机会。对于不同年级, 不同专业, 不同性别的学

生来说, 要主动克服各种内在、外在的压力, 努力减少对

师生关系产生影响的不利因素。

第四, 进一步加强师生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要加强对师生关系相关理论的学习, 并结合实际进行

必要的调查研究。因为再强的理论也只有将其融合在实践

之中才能体现其价值 , 而且, 我们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

也要批判地继承传统, 吸取其有利因素再进行必要的创新。

所以, 加强师生关系的理论学习和调查都将有利于师生关

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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