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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 师 心 理 恃 征 探 新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他在教书育人活动 9ll起主导作用。教师只

有充分发挥这种主导作用,学生的身心才能朝着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

向发展。雨教师主导作用的实现,则依赖于教师自身的条件,即教师所具有的基本的心理特

征。因此,探究教师的心理特征,对培养和造就一代合格的教师及评价教师的工作有重要的

实际意义;对进一步丰富和补充我国教育心理学中的有关教师心理方面的研究资料也有一定

的价值。

教师应具备哪些基本的心理特征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近年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

对这方面的课题作过一
些调查研究,并据此作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结论。但 就 笔 者 所见 ,

国内大多数以调查研究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特征为主,对大专以上学校教师心理特 征 的 研 究

则较为少见。为此 9本文拟直接探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对教师心理特征的评价,以期

进冖步揭示-个合格的教师应具各的最基本的心理特征9为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的基本素质

提供心理学依据。

本研究的对象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3年级的学生。在三个年级中9我们又从一年级的

政史訇业和生物专业;二年级的生物专业和外语专业以及三年级的中文和数学专业等六个专

业的十二个班级中,随机选出六个班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被调查对象人数共 计 234名 ,可
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的题自是 :

1,你最喜欢的教师有哪些心理特征 ?

2.你最不喜欢的教师有哪些心理特征?

此调查题目虽较简单,但意欲在不给被试者任何暗示的情况下,让被试者畅所欲言地、完

全自由地回答问题,以期从他们对教师的评价中探萦一个合格的教师所应具各的基本心理特

征,并验证国内有关研究的结论 ,从中探求教师心理特征的基本结构摸式1。 现将调查结果归

纳总结分析如下 :

一、学生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

(一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的评价具有共同的十三个
项目(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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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鲫专擎篮对鬣饔欢的老师的人格特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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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师专学生对最不喜欢的老师的人格特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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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和表2可见,师专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是:和蔼可亲 ,平 易近人;以身作
则,为人师表;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待人平等,不摆架子;活泼开朗,热情大方;仪表端

应,举止文明;理解学生,体谅学生;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乐观、随和、谦逊;幽默、
富有情趣。而学生最不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则是:古董、守旧、僵化;卖 弄自己,孤芳自
赏;对工作不负责任,上课来,下课走;装腔作势,自 命清高;性情古怪,爱 发 脾 气;偏
见,待人不平等·不理解学生,对人冷淡;不实事求是 ,主 观武断;对人不诚 恳; 爱 教 训
人;言行不一致;苛刻,与人为难;长者自居,独断专行。

以上结果表明,在师专学生中,无论年级高低或是班级与专业性质的不同,对最喜欢和

最不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的评价均较为一致。但与国内有关中、小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的调
查结果相比较 (见 《教育研究》1982年 2期 ,《 中学生喜欢怎样的老师》与《教育研究》1983年 7期 《学
生对教师的态度与学习兴迎、成绩的苯系V,师专学生对教师人格特征绅评价,比起小学生和中学



生来,不仅有更全面的要求且具有更强烈的反映。对比9我们将从表1和表2绾 果的进一步分

析中加以论证。

(二 )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将师专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牡征归为四类:

笫一类,属于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它包括和蔼可亲,平易近 '`;爱护学生冫尊重学生:

待人平等,不 摆架子;理解学生,体谅学生:对学生真诚。

第二类,属于教师对工作的态度,如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第三类,属于教师的思想品德方面,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第四类,属于教师的个J陛 ,它包括活泼开朗9热情大方:稳重,恬静;性墉温和,不发

脾气:乐观,随和,谦逊;幽默,富有情趣。

从以上分类情况看,师专学生对最喜欢的教师心理特征有四个特点:

1,师专学生在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方面,即师生关系方面的人格特征反映较为强烈,在他

们最喜欢的教师中,把 “和茁可亲9平易近人”这一人格特征列居首位 (82人 ,占4o%),

而 “爱护学生,尊重学生” (58人 9占 28。 4%),“待人平等
'不摆架子”(54人 ,占 26,姓7%)

也分别列居第三位和笫四位。

可见,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待人平等,不摆架子的教师 ,

易与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接近,是热爱学生的具体表现。因此,最受学生的欢迎。国外有关研

究表明,温和、体谅人的教师9倍受学生的欢迎,师生关系和谐。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有关

调查研究结果也同样表明9中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人格持征是偏重于教师对学生 的态度 方

面,即师生关系方面的特征。

以上结果明显地告诉我们9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正确态度一̈ 热爱学生,是形

成良好师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人格特征。教师热爱学生,首先要给学生以亲近感和信赖感。不

仅对学生的态度应和蔼可亲,雨且要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处,真诚地对待学生。在师生

交往过程中9教师对学生的亲近感和信赖感又会投射到学生的心灵上并唤起相应的情感,使

学生觉得你可亲可敬,可信赖,师生之间的情感达到和谐一致,亲密无间,从而形成良好的

师生关系。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一旦形成,不仅能激发学生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兴趣,而且会

促使学生更加努力地去探索知识,从而捉高其学习成绩这已为国内外有关研究所证明。1979

年塞若与所罗门的砑究发现9教师关心学生,课堂内易形成友好和谐的气氛9学 生 学 习愉

快,兴趣浓厚。我国扬心德、丁瑜等同志的研究也发现,初 中学生往往根据教师的品质和师

生关系来决定自已的学习杏度和努力程度。可见,在教学过程中9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与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密·

'∶

相关的。教师在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我￠】的各级各类学枝的教师队伍中,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屮由于不能以正确的态度

对待学生,如对学生冷淡,不尊重学生,对学生缺乏同情心,甚至于不公正地对待学生。这

样的教师,就必然为学生所讨厌,成为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障碍,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甚雨会阻碍学生的人格的正常发展。

2.表 1和表2的绪果还表明,师专学生在教师对工作的态度方面的反映也是极为强烈的。

他们对那些在教学工作中不负责任,上课来、下课走的教师极为反感9这样的教师最不受欢

迎,其比例数居第三位 (38人 ,占 18.62%)。 而学生最喜欢的是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 心的

教师。我们认为,教师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产生于对教育事业的深远意义的认识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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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热爱学生的情感。囡此,-个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Jb的教师,热爱教育工作、

热爱学生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然教学态度端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勤勤恳恳。这样

的教师理应受到学生的欢迎。

3.从表1和表2结果发现,师专学生对教师的个性要求尤为强烈。他们最喜欢活泼开朗,

热情大方;稳重、恬静;性情温和,不发脾气;乐观、随和、谦逊,具有幽默感的教师。最

不喜欢的教师的个性特点中:性情古怪9爱发脾气的教师居首位 (硅 5人 9占”,o5%),他们

对那些卖弄自己9孤芳自赏;装腔作势,自 命清高的教师也十分反感,分别列居第二位和笫
三位 (其百分比分别为19.6o%和 18.60%)。 以上结果与前雨叙述的谢千秋等人 的调 查 结

果相比较,师专学生对教师个性方面的评价不仅比中小学生对教师的个性的评价更全面,而
且也更为深刻。这说明,师专学生升入大专院校学讯后9自 我意识发展更趋成熟。因此,无
论是评价自已戏评价别人的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因 而他们不仅是一般地肚感知出发去评价

教师在行为举止上的表现,而且能透过现象去评价教师行为举止上所表现出的较为本质的特

征。他们不仅能对教师的个性进行全面的评价”而且对教师的气质和Ⅱ
鸥格方面的特点也有较

高的要求,这说明大专院校的教师应加强自我修养,培养良好的个性。

4.从表1和表2可知9在教师的思想品德方面9师专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人格特征是 “以

身作则,为 人师表” (列居第二位,62人 ,占 3o,39%)。

教师-向被认为是道德和品德的象征。因此,他必须以身作则,表现山良好的道德行为

和高尚的入格特征,能作为学生行为认同的楷模,能做到为人师表和足以为人师表。这就要

求教师不仅娶在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上,而且要在言谈举止等方面都起到模范作用,做学生

的表率,给学生以向上的动力。因此,教师必缅自觉地进行犰良人格特征的自我训练,这既

是由于自己从事的教师这L-神圣职业的需要,也是培育二十 一世纪的接班人的事业的需要 ,

同时也是广大学生所期望的。

综上可见9上述教师的人格特征的四个方面 9不走彼此分割耐是相互联系,相 互 影 晌

的。一个对教育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必然热爱自己的学生;—·个热爱学生的教师9也

必然会按照教师的职责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向己在思想品德和个性方面的修养 ,

并处处以身作则,做到为人师表和足以为人师表。因此,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耵工作的态岛

以及个性和思想晶德方面的特征是有机地结合的,是教师人格结构中缺一不可的。

△、学生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

(一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的评价具有共同的10个 顼

目(见表3和表4)。 从表3和表厶可见,师专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是:知识渊博;语

言表达力强;讲得风趣、扣人心弦;多才多艺;上课有吸引力;讲课突出重点;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上课讲求效果;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而学生最不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

则是:知识贫乏;语言表达力差;满堂灌;讲课不求效果;照本宣科;教学能力差;讲诵乏

眯,令人生厌;不囚材炖教;讲课缺乏逻辑性;任意延长上课时间。

以上结果表明,在师专学生中,无论年级、班绞还舟专业的不冂,对垠菩欢和最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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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的认知特征的评价都较一致。但与国内有关中、小孝生对教师的Jo理 特征的许价的调

查研究结果相比较 (见 《教育研究》82年 2期 《中学生喜欢怎样的教师》、《心理发展与教育》86年 1期

《初中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师专学生对教师的认知特征的评价比中小学生更

全百更深刻。

(二 )根据表3的结果,可将师专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归为三类:第 一 类,属

于教师的知识。第二类,属 于教师的教学能力。第
;三

类,属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

从以上分类揭示出学生最喜欢的教师的认知特征应具有三个相互相系,相互影响的重要成分 :

1‘ 师专学生都将 “知识渊博”视为他们最喜欢的教师的最重要的认知特征,列居第一位

(58人 ,占 28.43%)。 这说明师专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反映了他们升入大专院校后,

不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学习的社会意义,对学习活动怀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也反映了他

们渴求知识,渴望成才,希望扩大视野和自己的知识面的迫切愿望。因此,一个高水平的、

专业知识扎实,有造诣、知识面广,学识渊博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最能满足学生的内心需

要,必然会受到学生的爱戴和欢迎。可见,一个教师特别是作为一个大专院校的教师,不仅

耩 弓 师专学生对最喜欢的老师的认知特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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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师专学生对最不軎欢的老师的认知特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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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备深厚的基础理论知识,精通业务,还要有广泛的求知兴趣,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以 自已渊博的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2.由表3和表压的结果发现,师专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有特殊的要求,其中

特别是教师的语言表达力,反映特别强烈。在教学专业能力方面,他们最喜欢的是语言宥达

力强的教师,列居第二位 (18人 ,占18.13%);语言表达力差的教师则不受欢迎,亦列居第

二位 (13人 ,占6.33%)。 教师的语言表达力是影响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的教育专业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使自己的教学取得满意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丰富、准

确和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研究表明,学生的知识学习同教师表述的清晰度显著相关,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引起学生注意的就是自己生动而丰富的语言。教师应以其清晰明快、

抑扬顿挫的语调9把学生引向知识的夭地,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教师的条理

清楚,宫 于启发性∷的语言9以及幽默而风趣的谈吐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θ从而使教学

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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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3和表4表 明,在教学艺术W0l教学方法方面,师专学生最满意的是灵活地处理教材,

讲课突diN重点,上课有吸引力,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最不满意的是 “满堂灌”、
“
照

本宣科″、 “讲课乏味”的教师。师专学生希望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

极性,这′
是由于学生的思维活跃,因 而也就喜欢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而传统的教学方法,

只注重传授知识,不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 祝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 “满

堂濯”、 “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必然引起学生的不满。这是很值得引起注意的。

综合上述,改革教学方法,以适应学生的需要,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学生对教学方法

改革的迫切要求,学校领导应该鼓励、支持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尝试,广泛听取 学生 的意

见,耵改革教学方法有成效的教师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大力推行-些 有成 效

的,并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

三、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 )通过师专学生XbJ教师的心理特征的评价,揭示出一个合格的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

心理特征应是人格特征和认知特征。通过前面的分析研究表明,¨师专学生对教师人格特征,

特别是教师丸学生的态度和教师的个性品质有强烈的要求。逑说明,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应

具备为完成教学任务所必须具各的良好的认知特征,如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多才多艺,良好

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等,雨更为重要的是应具有良好的人格特征,其中特别是对学生的爱

和良好的个性等等。这是由于教师这一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与其它职业不同,教师工作的刘

象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而教学过程,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师生情感的

交流过程。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对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已如前述,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爱护、关心、尊重学生,与学牛平等相处,就会得到学生的爱戴,受到学生的欢

迎。反之,一个个性古怪,爱发脾气,不关心学生,对学生有偏见,不公正,甚而训斥、讽

刺挖苦学生的教师,即使知识渊博,也很难受到学生的欢迎。可见,教师的人格特征中,最

重要的是师情和良好的个性品质,以及为人师表的师德。因此,学校领导在培训师 资工 作

中|应把教师对工作热爱,讨学生热爱的情感教育放在苜位。

(二 )本研究结果表明,师专学
’生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不仅要求学生学好专业知识,

也希望能扩大自已的知识面和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因此 ,他们最喜欢
“
知识渊博

”
的教师。可

见,在教师的认知特征结构中,知识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合格教师必不可少的。学校

领导在培训、。考察教师的工作中,应特别重视教师的业务进丨修。作为教师本人,不仅应该具

有竖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不断扩太自己的知识面,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作一个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合格的人民教师。

(三 )研究表明,师专学生在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方面的反映也较强烈。他 们对 “满 堂

灌”、 “照本宣科”
的教师十分反感。可见,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已 成 当务 之

急。学校领导应支持鼓励歇师进
‘
行教学方法的改革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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