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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来心理辅导室“吐槽”老师

◎ 戈 逸（上海市育才中学，上海 201801）

摘要：当学生的心理困惑涉及与本校教师的师生冲突时，中小学心理教师将面临着咨访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

系等多重角色冲突与平衡，对心理教师的边界把握和系统思维是很大挑战。通过一例校内师生冲突个案的辅导，聚集

于来访学生的工作，同时促进来访学生与班级系统中教师、班主任等其他角色的沟通，有效化解了师生冲突，促进了

班级教学和师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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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师生冲突辅导个案的伦理思考

一、案例呈现

“ 老师，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心理问题，

我们就是再也不想上严老师的语文课了。”

这句话， 是两名高二男生小云和小风第一

次来到辅导室时的开场白。 在传统的心理

辅 导 中， 像 这 样“ 抱 团” 式 的 来 访 极 为 罕

见。 但 在 中 学， 孩 子 们 习 惯 于 成 群 结 队 活

动，是常常出现的景象。

严老师四十来岁， 是这学期新接任高

二某班的语文老师， 他的教学态度严肃认

真，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要求也高。作

业量相对较大，且注重抄背积累。

在 严 老 师 之 前， 这 个 班 在 高 一 时， 教

他 们 语 文 的 是 另 一 位 风 格 迥 然 不 同 的 老

师——温老师。温老师平常注重和学生的互

动，课堂氛围十分热烈。她的作业形式也不

拘一格，比较有弹性，有时还会根据学生的

兴趣爱好布置一些个性化的作业。 温老师

的 离 开， 让 许 多 学 生 非 常 不 舍。 严 老 师 的

教学方式， 更是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落差

感。

在这次来访的两个学生中， 小云显得

更激动，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严老师的语文课，就是在那里念 PPT，

死气沉沉，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好几个同

学听不进去这样的课，他还嫌弃我们几个，

明里暗里地说我们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还

说‘有些同学要好好反思自己的学习态度，

不要只知道怪老师’。”

看小云越说越生气， 我尝试着帮他对

自己的表达做一些积极的重构：“我看到你

很在意语文课， 你那么关注语文老师的教

学，是因为你非常想学好语文，是吗？”

显然， 这个回应让小云感觉获得了理

解，他的语气一下子松弛了不少：“我不是

严老师想的那样的。温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我每节课都听得很认真，作业也都认真做。

我以前学习成绩一直不大好，因为温老师，

才好不容易爱上了语文， 可是现在一切又

都毁了……”

说着，小云委屈地哭起来。

我轻轻递过一张纸巾， 然后转向了坐

在 旁 边 的 小 风：“ 你 也 和 小 云 一 样 这 样 想

吗？”

小风似乎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点了点

头，低声说道：“其实大家都不太适应严老

师的课，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严老

师好像不怎么在乎我们的感受， 之前我们

也试着去跟严老师表达我们的想法， 可是

我们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他驳回了。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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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他很固执，听不进意见。现在有几个同学打算

抵制他的语文课，不听课，也不交作业了，说要通

过这种方式让老师看到我们的心情……我们其实也

有些想这样做，但又觉得这不太好，犹豫着，就想

先来找您谈谈。”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事情的复杂和严重性：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业压力的议题，而是一场正

在进行中的师生关系的危机。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化

解，不但师生双方会受到应激情绪的威胁，甚至还

会对学校的教学秩序和质量造成冲击。

在征得了小云和小风的同意后，我与他们的班

主任南老师进行了沟通。

南老师反馈，严老师已经察觉到了同学们的配

合度不高，非常着急，也十分气愤。“这些孩子都

已经高二了，还这么不懂事！为了帮他们补上薄弱

的基础，我每天备课到深夜，他们上课却一个个都

在发呆，竟然还嫌我的课不够好玩。现在离高考其

实也没多久了，我不可能为了哄学生高兴，天天玩

那么多花样！”

南老师表示，她也感到非常为难。严老师和同

学之间紧张的关系，甚至已经影响了班级的学习风

气。她也想过，是不是要和严老师讨论一下调整教

学方式的可能，但严老师是资深的前辈，态度又如

此坚决，这让她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

这个案例看似中小学心理辅导中的“ 家常小

事”，但实质上并不简单。“我”作为学校的心理教

师，面临着多重角色的冲突。如果严老师就师生关

系来寻求心理专业老师的意见，“我”能否和严老

师就此事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对“我”所知的信

息，透露到什么程度为宜？

二、伦理思考

这个案例对于心理咨询伦理中的“价值中立”

原则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

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以下简称《伦理守则》）1.4

中提到，心理咨询师应“尊重寻求专业服务者的价

值观， 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寻求专业服务

者，或替其做重要决定”。为了维护“价值中立”的

原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通常需要避免与来访者建

立多重关系，以免不同角色间发生冲突。

《伦理守则》1.7 也明确强调：“心理咨询师要

清楚了解多重关系对专业判断可能造成的不利影

响，及损害寻求专业服务者福祉的潜在危险，尽可

能避免与后者发生多重关系。在多重关系不可避免

时，应采取专业措施预防可能的不利影响。”

但在中小学教育系统中，这样“纯粹”的价值

中立是极为理想化的，现实中的双重或多重关系几

乎难以避免。

在这一事件中，除了和小云、小风之间的辅导

关系之外，“我”还涉及另外两重可能影响辅导的

关系。

（1）师生关系。“我”在高一时任小云、小风

的心理课教师。在学校中，“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

每一个教师都有责任在校园中维护尊师重道的价

值观。当学生产生贬损、攻击教师的倾向时，教师

有责任做出引导教育，不宜一味默许。

（2）同事关系。“我”和严老师、温老师、南老

师等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应当和这些老师相

互尊重，相互配合，互相信任，共同把工作做好。

既要保持“价值中立”，又要做好上述作为老

师、同事应有的责任，就会出现许多两难的局面。

比如以下三个方面。

（1）当小云和小风提到班级中有“抵制”严教

师的倾向时，“我”该如何回应才能既共情到他们

的情绪，又能制止不合适的行为？

（2）当严老师询问“这个班级有没有孩子来找

过你？你们聊了一些什么”时，该如何回应，才能

既保护来访者的隐私，又切实地回应严老师的工作

需要，还能不失尊重与真诚呢？

（3）小云、小风期待严老师能有所改变，能更

多地回应他们的情绪，听取他们的诉求；严老师期

待孩子们更自觉地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班主任南老

师则盼望通过缓和紧张的师生关系，改善班级的学

风，这些期待是否都要回应？这些期待彼此间是否

有冲突？

我认为，要平衡好这些看起来两难的问题，既

需要在工作中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又需要对《伦理

守则》建立正确理解。伦理总则中的“善行、责任、

诚信、公正、尊重”是一切原则的根本，也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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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方式都不能舍弃的部分。基于这样的思考，这

一案例可行的处理方向有三个方面。

（1）本着“谁来访就对谁负责”的原则。聚焦

于和来访学生小风、小云的工作，把来访学生的福

祉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尊重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在

工作过程中保护来访学生的隐私，对来访学生所叙

述的内容中非伦理守则写明的保密例外情况，做到

严格保密，不与其他人讨论交流。

（2）把师生关系视作一个系统，争取与整个系

统工作，争取让系统中的各个角色能够表达自己的

感受，彼此看见和理解，促进整体的沟通模式得到

改善。在来访者同意的前提下，促进信息的交流。

（3）聚焦于和来访者的工作，但同时也把努力

促进来访者与系统中其他角色的沟通作为辅导目

标。与严老师、南老师沟通，充分调动来访者自身

的资源及系统中的其他资源，协力应对问题。

从学校系统中开展工作的现实情况出发，我更

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因为一方面，在这一事件中求

助意愿、改变意愿最强烈的无疑是来访学生本人；

另一方面，学校心理教师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也

有其规范和设置。所以促进来访学生的成长是最为

合理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无论是来访学生要改

善自身心理状态的努力， 还是心理教师的助人努

力，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发生在真实的校园中，离

不开系统的支持，所以争取与其他教师的交流、协

作依然是必要的。

三、解决方案

明确了工作方向后， 我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努力。

第一，明晰来访学生真正的目标和希望。

应用短期焦点治疗技巧，帮助两位学生从“问

题”和“冲突”的漩涡中抽离出来，转向积极成长

的视角。我们的对话如下。

我：如果有一天，你们和严老师之间的问题发

生了好转，你们各自会感觉自己的学习、生活发生

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小风：那我就可以好好学语文了，然后语文成绩

会变好。现在这样下去，我的成绩真的要不行了！

小云：嗯……我的语文成绩本来还行，现在底

子也在，就算老师变好了，我的成绩一下子也不会

有 太大 变 化。 但 是 我会 觉 得， 自己 会 变得 开心 很

多。因为原来在温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得到了很多

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这让我感觉自己有价值。这

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大概就是因为这，我才那

么在意语文课吧……”

我：所以，小云希望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更多

的价值感、成就感，小风更愿意把关注点放在学习

成效的提升上，是吗？

小风、小云：是的。

我：这两个希望都特别好！老师看到，你们都

渴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小 云： 可 是， 这 些 以 前 都 是 温 老 师 带 给 我 们

的，现在温老师不教我们了……

我： 温 老 师 真 是 一 位 很 棒 的 老 师。 她 不 但 给

了你们学习的热情，还让你们更有自信。能遇到这

样 好的 老 师真 是幸 运。 你 们舍 不得 她， 是 可以 理

解的。不过，我相信，温老师一定希望，她给予你

们的这些美好的情感、习惯和品性，就像是一份礼

物，可以帮你们更好地走下去。希望你们能把从老

师这里获得的支持，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小风、小云有所领悟地点头。

我又问：除了老师的帮助，你们觉得自己还能

为实现自己的心愿做什么努力呢？

小风：我不知道……我很努力地刷题，但好像

没什么用。

这时，小云突然插进一句。

小云：看书啊。你得多读书。我就是这样提升

成绩的。我最喜欢看小说，学到很多东西，有兴趣

才能吸收进去那些知识。

小风：可我的文学基础没有你那么好啊，那些

大部头小说我可看不进去。

小云：你不是喜欢自然知识吗？可以看科幻小

说。还有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这些，虽然是

用古文写的，其实里面有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好玩

的内容。你一定喜欢看，还能积累文言文。如果你

看不懂，我还能教你。

小风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我倒是没想到。我们

这阵子都只顾着“吐槽”老师了，我其实挺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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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和我讲讲这些知识的……

我：小云，我看到小风刚刚觉得你的建议很有

帮助。你觉得像这样发挥你的长处，帮助同学学好

语文，有没有体现出你想要的价值感、成就感呢？

小云：有的！

我：太好了。你们自己身上有那么多资源，如

果我们再好好找一找，就会发现，还有很多人可以

帮助你们，同时也有许多人在期待着你们的进步。

如果能和他们更好地合作，互相信任，相信你们一

定能向着自己的目标靠近的。你们一定也发现了，

把精力放在和老师的对立上， 并不利于目标的达

成，你们觉得呢？

小风、小云：是的，这样有点傻，我们不会这

样做了。

就这样，我帮助小云、小风建立起为自己的成

长目标而努力的积极态度，也就化解了他们对严老

师的负面情绪。

第二， 与语文教师协作， 让“ 严” 中之“ 爱”

被更好地看见。

在严老师询问学生的心理状态时，我遵守了保密

原则，没有透露学生具体的谈话内容。但我向严老师

表达了学生们对于他的坚持的理解。严老师的严厉背

后，其实是对学生深深的关切。他期盼学生能够获得

学业进步，打下扎实的基础，更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帮

助学生。在“严”的外表下，是诚挚的爱。

严老师希望自己的“ 爱” 能更好地被学生看

见，我建议他试着用积极的“我语言”代替消极的

“你语言”来进行沟通。如，用“我希望这些基础练

习能帮大家准备得更充分一点”代替“你们对基础

练习这样敷衍了事，考试一定会摔跟斗”。

听取我的建议后， 严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做

了一次“告白”，谈了自己对作业和课堂意义的理

解。严老师事后反馈，当他用正面真诚而非指责的

语气去传达自己的期待时，学生的接受度有了明

显的改善。

第三，与班主任协作，改善班级学习氛围。

在 与 班 主 任 南 老 师 的 沟 通 中， 我 了 解 到， 该

班级存在学习主动性不够， 对老师依赖性过强的

问题。这一现象也是引发这次冲突事件的“土壤”。

于是我们共同讨论了在班级管理中可以通过哪些

举措， 应用心理学的知识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内驱

力。经过讨论后，南老师决定在班级内开展一些合

作式学习的实验。

三 个 月 后， 我 在 校 园 中 又 遇 到 小 云， 他 告 诉

我，班里成立了合作学习小组，现在他和小风都担

任了学习小组的组长，肩负着帮助和带动同学一起

学习的”使命”。努力获得了认可，他们再一次感

觉到了学习的快乐。

“ 而且， 严老师现在也有了一点改变呢，” 小

云悄悄地说：“上一次我去和他商量我的古诗词抄

背作业， 问能不能抄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文学经典

段落，因为课上布置的古诗词我已经背会了。严老

师竟然同意了，还说我现在的表现让他很满意。原

来，他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只是希望我们能有好

的学习态度。以后我再遇到这样的问题，会试着先

去理解老师，不会再那么莽撞了。”

四、反思与启示

在此类涉及多重角色、 系统内多个关系的处

理的案例中，心理教师的边界把握和系统思维都

非常重要。

一方面，在学生没有出现严重心理危机，风险

程度没有达到必须要突破保密的情形时，保密原则

依然需要被严格遵守。这始终是与来访者顺利开展

工作的重要基础。

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保密为由，对于相关教师

的询问或关心仅仅抱以一个生硬回绝的态度，对于

建立共同解决问题的同盟关系是不利的。真诚地了

解老师的需要，促进其资源和能量的发挥，也是帮

助来访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此过程中，既要坚持与个体来访者工作的基

本原则，也要对学校系统中的每一个人予以尊重，

并争取与其合作。当然，这对于心理教师的专业技

能也是颇为不易的挑战。

另外，我们也需要承认，此类问题的确较为复

杂。心理教师在系统中的位置和工作范围都是有限

制的，在自己尽到最大努力的同时，如有需要，还

可以求助于学校年级组、校级相关领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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