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102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用好奇心撬开紧锁的心门 

——师长如何倾听孩子的心声 
陈佳莹 
江西省德兴铜矿中学 
DOI:10.32629/jief.v2i4.1225 

 

[摘  要] 近年，随着大众观念的转变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不做专断的师长、要学会倾听”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人人都懂的概念。但，也有

不少人在实践后产生疑惑：自己已经尽力倾听了，但孩子还是不愿与自己对话、更别提与自己交心了！一次、两次……时间一长，难免不由

得对“倾听”二字心生怀疑：倾听真的有用吗？我已经这样努力地去听了，为什么还是收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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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面对此种质疑时，我都会问上一句：我们是否反思过，自己真

的理解“倾听”的意思吗？为何在“听”字之前，还有个“倾”字呢？

显然，如果我们连这个词的意思都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们能做到有效倾

听、收到实效吗？ 

那么，“倾听”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百度词条对“倾听”的解释如

下：倾听是在接纳基础上，积极地听，认真地听，关注地听，并在倾听

时适度参与。
①
倾听的关键在于要求听者以机警和共情的态度深入到求助

者的感受中去，细心地注意求助者的言行，注意对方如何表达问题，如

何谈论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对所遇问题做出反应。还要注意

求助者在叙述时的犹豫停顿、语调变化以及伴随言语所呈现出的各种表

情、姿势、动作等，从而对言语做出更完整的判断。
②
 

以上文字看上去专业且抽象，难度之大令人不由得心生畏惧，下手

无门。但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班主任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们能保持好

奇的态度，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那有效的倾听也就会自然而

然地发生了。不信？请看下面这个案例。 

小玲
③
在学校开朗大方，总是笑眯眯的，与同学们相处都不错，不曾

与任何一位同学产生个人冲突，同学、朋友和老师都说她大大咧咧、没

心没肺。只有妈妈的眼里看到，她“只有一个玩得最好的同学，和其他

人都玩不来。”学习方面，她课堂听讲比较认真，能积极回答问题、也爱

提问。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比较上进的孩子，排名却越来越靠后。连她

自己也说，“我可能是比较笨，再加上学习方法可能也不对吧，有时很想

看书，可就是看不进去。”一次家访中，妈妈抱怨小玲总是玩手机，但小

玲坚称，自己只是喜欢随身携带手机而已，即使玩，也只是偶尔。在争

辩中，小玲有时会哽咽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笑脸。 

这个场景比较常见——亲子间的小斗嘴；场面较为温馨——亲子双

方微笑以对；过程也很快——不过一两分钟。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情景一

笑了之。但如果我们带着一颗好奇心去看、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

么”时，是否会发现其中一些不那么“平常”的小细节呢？比如： 

对妈妈的抱怨，小玲是坚决不同意的。为什么？ 

很明显，在小玲的心里，“随身携带手机”与“总是玩手机”之前不

能划上等号。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何差别呢？ 

为什么小玲喜欢随身携带手机？她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的？这

对她而言，意义何在？如果不能随身携带手机，对她的心情或生活会受

到什么影响吗？ 

和妈妈争辩的过程中，小玲为什么会时有哽咽呢？哽咽时，她的心

里出现了什么？ 

为什么小玲只是略有哽咽，而不是流泪或放声大哭呢？为什么在略

有哽咽后，她还能很快便恢复笑脸呢？当时，她的心里出现的是什么？

她想要掩藏什么吗？ 

…… 

你看，这个平常的小场景中有很多可以发问的细节。 

在当时，我用了一个问题打开她的心门：“我发现你说自己‘只是喜

欢随身携带手机而已’时哽咽了，能说说是为什么吗？”在那之后，又

用一串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让小玲向我和妈妈坦言了自己内心深

处潜藏多年的不安全感——哪怕是在家里，她也觉得很害怕，所以总是

看不进书。 

试问，一个连在自己家里都无法感到安全的人，她的学习成绩怎能

不受到影响呢？ 

你看，只要多问几个“是什么”或“为什么”，我们就能挖出孩子内

心的很多细节。但注意，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带着发自内心的

谦卑与好奇去发问，这是一种真正地想要了解对方内心的态度，而不是

那种“我早就知道”的居高临下的审问的态度与口吻。我们需要做好心

理、行为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充足准备，在此前提下与孩子对话，倾听才

能有效地进行，我们才能撬开孩子们紧锁的心门，一步一步地走近他们。 

 

注：①②均摘自百度词条。 

③小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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