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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 罗杰斯 ( Carl Ramson Rogers)

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

教育改革家 , 他 “离经叛道” , 独辟蹊径 ,

创立了 “非指导性教学” 论 , 引起了当代

国际教育界的关注。尤其是他特别重视情

感因素 , 对教师与学生角色扮演的重新定

位 , 惨淡经营的人际关系学说 , 更让人醒

目。其实 , 任何教学改革 , 教学理论的创

新以及教学观念的改变 ,首先是教师观、学

生观和师生关系观的更新。 怎样看待每个

学生 , 教师角色如何扮演 , 以及怎样处理

师生间的人际关系是教学改革更深层的问

题 , 本文拟对罗杰斯教育教学思想中的师

生观作一论述和分析 , 以期为我们的教育

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人性: 善而能动

事实上 , 某种学习或教学理论 , 特别

当它应用到学校里去的时候 , 它对于作为

人的学生的道德和行动的基本天性 , 必然

要作某些假设。一般来说 , 人们的人性观

就是将假设的道德天性和假设的行动天性

同它们当中含有的环境关系的结合。根据

这个解释 , 我们通常把学生的先天本性合

理地假设为: 恶而能动、 中性而能动、 善

而能动、中性而被动或中性而相互作用。任

何一种教学思想或学习理论的有关学生、

教师或师生关系的观点 , 追根溯源 , 都是

以其中某一种人性假设为基础的。 罗杰斯

深受存在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 在现象学方

法论的指导下 ,以人本主义心理观为依据 ,

也在其教育教学思想中渗透着自己的人性

观 , 即善而能动。

罗杰斯坚信 , 人的本性是诚实、 善良

的 ,人类完全没有必要控制自己的需要 ,人

性中的恶就是现存世界对人的需要加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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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压抑的结果。他认为 , “人的行为是绝

对理性的、 稳定的、 复杂而有秩序的 , 它

们在朝向自己的目标运动着” , “人没有兽

性 , 只有人性 , 这种人性观已为我们揭示

出来了”。正是基于这一 “人性本善” 的理

论 , 罗杰斯格外青睐人类先验的 “潜能” ,

认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秀素质与天

赋。他曾颇为兴奋地宣告: “来自我们临床

经验的最革命的认识之一 , 便是下述这种

不断增长的认识: 人性的核心 , 他的个性

的最深层 , 他的 `动物性’ 的基础 , 在本

质上是积极的 , 向前运动的 , 理性的和现

实的。” 很明显 , 这里的 “人性的核心” 指

的就是人类的潜能。罗杰斯对人类的这一

天生资质分外信赖 , 他断言: “人的本性 ,

当它自由运行时 , 是建设性的和值得信任

的。” 因此 , 罗杰斯将人的形成与发展 , 甚

至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获得看作是人类先天

潜能的展开或实现 , 认为自我实现者就是

潜能得以充分发展的人。这样 , 顺理成章 ,

他就将教育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放在促进自

我实现和发展人的潜能上。

同时 , 罗杰斯还认为 , 人在本质上是

自立的 , 能动的 , 其行为受自己的意见和

价值观的驱动和维持 , 不受外来因素的支

配。他说: “我们接触的人 , 乃是一个自主

的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自由人 , 也就是

说 , 他自觉到自己有选择自由 , 选择成为

什么样的人 , 并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导致什

么结果。”由于人本质上的自主能动性 ,罗

杰斯坚持个人能在自己和他的环境之间进

行辨别 , 并且有能力不要外力的帮助而做

出可靠的会导致和谐社会行为的决断 , 因

为人人 “都有一种在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

体的方式中发展他或她的一切能力的内在

倾向。” 并且 , 人还具有一种内在的 “躯体

智慧” 使人有可能区分有利于或不利于实

现潜能的经验 , 来实现个体发展的自我指

导。所以 , 他说: “我们的文化 , 愈益依赖

于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的控制 , 正处于衰

落中。在废墟上涌现的新人 , 将是高度觉

醒的 , 自我指导的。一位对内部空间或许

比对外部空间更为注意的探索者 , 蔑视对

习俗惯例和权威教条的遵奉。 他不相信可

以在行为上被塑造或塑造别人的行为。 他

肯定无疑是人本主义而不是工艺技术。”

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态度 , 使

罗杰斯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非指导

性” 教学思想。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背道

而驰 , 罗杰斯把学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 , 认为一切教学工作都应该围绕着促进

学生的自我实现来进行。

　　二、 学生: 自我实现者

虽然罗杰斯承认了人性的实现决不是

一种势在必行的规定性 , 承认 “自我”

( self ) 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形成 , 受到客

观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 , 但他否认社会环

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或主导作用 ,

仅仅认为个人所处的物质、 社会和文化环

境只能起到促进或限制人的潜能在或大或

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作用。 罗杰斯指出 “个

体内部具有大量的有助于自我理解 , 有助

于更改个体自我概念、 态度和自我主导行

为的资源 ,”强调 “有机体有一种基本的趋

向和努力 , 就是力求实现、 保持和发展经

验着的机体” ,并且相信 “当我们能把个人

从防御中解放出来 , 使他对自己广大范围

的需要和对广大范围的环境与社会的要求

全部开放……我们无须问谁将使它社会

化。” 由此可见 , 罗杰斯不仅把 “自我” 发

展当作个体社会化的动力 , 而且将其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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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潜能的后天衍生物 ,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

是潜能自发地生长的衍生物。因此 , 自我

发展、 自我实现 ( self- actua ling )是人类

最基本的需要 , 人天生就有发展自我、 表

现自我的本能欲望 , 并且每个人都有能力

权衡利益 , 作出个人的决定。在个体自我

发展、 自我实现过程中 , 人人都有自我指

导能力 , 保持 “自我” 向着既定的目标和

正确的方向前进。 可以说 , 每个人都是自

发的自我指导的自我实现者。

罗杰斯还对真正的自我实现者作了完

整的刻画 , 认为这种自我得到充分实现的

人 , 应是 “能从事自发的活动 , 并对这些

活动负责的人 ; 能理智地选择和自定方向

的人 ; 是批判性的学习者 , 能评价他人所

作贡献的人 ;获得有关解决问题知识的人 ;

更重要地 , 能灵活地和理智地适应新的问

题情境的人 ; 在自由地和创造性地运用所

有有关经验时 , 融会贯通某种灵活地处理

问题的方式的人 ; 能在各种活动中有效地

与他人合作的人 ; 不是为他人的赞许 , 而

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化目标工作的人。”

罗杰斯将其认定为学校的培养目标 , 并以

此为依据来确定学校课堂教学工作的组织

与安排 , 重新确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

色扮演 , 强调学生的绝对主体地位。

罗杰斯认为 , 学生具有先天的学习潜

能 , 课堂教学应充分利用学生这种学习内

驱力 , 激发学生自我实现的欲望。并且还

强调指出: “唯一能显著地影响行为的学习

是发现自我 , 撩拔自我的学习。” 这样 , 学

生应是学习的主人 , 在课堂教学中 , 教什

么、 怎么教、 教多少、 如何评价教学效果

等等 , 都不是由教师决定的 , 而是由学生

或者学生的经验、 意向、 需要、 兴趣等决

定的。 简言之 ,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 取消

指导 , 让学生自发地、 主动地学习。教学

的任务只不过是创设合适合理的条件 , 提

供有效的自我学习 ( lea rning o f self )的环

境 , 促进学生潜能的发展 , 使学生成为真

正的自我实现者。 学生由原来被动的知识

接受器变成能动的潜能器 , 由原来的被塑

造者变为自我指导者 ; 教师也就应由原来

的权威者、 操纵者或指导者变为助手、 催

化剂或促进者 , 成为方便学生学习、 帮助

学生达到真正自我实现的人。

　　三、 教师: 方便学习的人

尽管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强调学生

的中心地位 , 但并没有否认教师的作用。

他认为 , 教师的 “所作所为是举足轻重

的” , “奏效的环境将首先取决于教师做些

什么以及他怎样做。”只不过此时教师的职

责和地位发生了变化。“非指导”不等于不

指导 [注: 英语中的 non (非 )不同于 un、

in、 i r (不 )等 ] ,罗杰斯所提出的非指导可

以说是指导的另一种或特殊形式。 它强调

指导的间接性、 非命令性 , 以区别于传统

教学中的那种直接告诉、 简单命令、 详细

指示式的指导。罗杰斯认为传统教学中教

师对学生的指导不仅是多余的 , 而且也是

有害的 , 所以他反对教师以 “教导者” 或

“训练者” 的面目出现 , 主张用 Faci li tao r

(方便学习的人 )代替 Teacher等称谓 “教

师” ,认为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仅

仅是一个侍者 ( Serv ant ) ,并形象地比喻为

“音叉” ( Tuning Fo rks) , 意为应学生之呼

声而共鸣。为了方便学生的自我学习 , 促

进学生的自我实现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

主要职责表现为四个方面: 帮助学生澄清

自己想要学习什么 ; 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

学东西的个人意义 ; 帮助学生安排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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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与材料 ; 维持着某种滋育学习过

程的心理气氛。并且罗杰斯还强调教师自

身也应作为可以为学生利用的资源 , 教师

应当将他本人、 他本人的意识及经验等当

作资源让学生利用。

为了履行教师的职责 , 充分发挥教师

的作用 , 罗杰斯特别重视教育者的某些态

度品质。他曾在 《学习的自由》 ( Freedom

to Lea rn) 一书中指出: “我们知道促进这

种学习关键不在于教师的教学技能 , 不在

于课程计划 , 不在于他的视听设备 , 不在

于他采用的程序教学 , 不在于他的讲授和

演示 , 不在于图书的丰富 , 虽然其中某一

方面可能在某一时刻可以被用来作为教学

的丰富资源 , 但是它们不是促进教学的关

键所在。促进意义学习的关键乃是教师和

学生的某些态度品质。”他认为教师必备的

态度品质是: 充分信任学生能够发展自己

的潜能 ;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学生 ; 自身表

现应表里如一 ; 尊重学生的个人经验 ; 重

视他们的情感和意见 ; 深入理解学生的内

心世界 ; 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 教师只有

以这些态度品质处理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

才能免除学生种种精神上的威胁和挫折 ,

才可能使学生的自我实现的学习动机得以

自然地表现。

这样 ,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中心人物 ,不

起组织、 批示和评价的作用 , 他只作为班

级普通的一员参加学生的活动 ,以真挚、坦

率的态度与学生平等相处 , 相互交流思想

感情。教师的根本任务不在于传授知识 ,而

在于建立一个积极、 接纳、 无威胁的学习

环境 , 促使学生的自我指导。教师扮演的

角色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上司 , 而是学习活

动的咨询者和合作者 ,学生情感的反应者。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 罗杰斯除了把人类

的潜能或学生的自我实现放在第一位外 ,

特别重视课堂心理气氛的营造以及良好师

生关系的建立。为此 , 教师要摆脱仲裁者

或知识传授者的角色 , 要尽可能直接进入

学生的情感世界 , 在情感领域同学生建立

起相互信任的和睦的 “朋友” 关系 , 从而

使学生具有安全感 , 以激发学生自我实现

的内驱力。

　　四、 情感: 师生关系的基础

罗杰斯像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一样

非常重视个体内在的情感因素 , 他的非指

导性思想实质上是情感的 , 以个体受他或

她的情感约束这个假设为基础。尽管罗杰

斯强调知情合一 , 认为 “完整的人” “既用

情感的方式也用认识的方式行事” ,但实际

上却是扬情抑知。他说: “我已知道我们对

某种情境的整个机体的感受比我们的理智

更值得信任。”所以 ,他强调营建一种良好

的、 开放的自由心理氛围 , 以保证个体自

身的巨大资源的开发。这是人性内部优异

潜能得以自动实现的前提基础。他指出:创

造性的思想和观点 “常常于淋漓尽致的表

现我们的感情之际显现 , 而且源于这种淋

漓尽致的表现”。潜能的实现作为人类的本

能需要 , 必然要求人性的 “自由运行” , 必

然要求一种真实、信任、理解的人际关系 ,

也就导致人类有 “一种对亲密和真实的人

际关系的渴求”。 “在这种关系中 , 情感和

情绪能自发地表现出来” , 也就是说 ,要使

个人 “能接近于被充分理解和充分接受的

状态”。

罗杰斯将上述思想运用于课堂教学 ,

认为课堂内所形成的某种心理气氛是教学

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充要条件。 他说:

“个体在他们自身内就具有……巨大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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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提供一定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心理气

氛 , 那么这些资源就能被开发” ; “只有当

我们创造出这样的自由气氛时 , 教育才能

成为真正名符其实的教育。”这种自由的心

理气氛实际上就是指课堂中师生之间、 学

生之间的情感沟通与交流 , 也就是良好的

包括师生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 罗杰斯深

信教学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教学技巧 , 而在

于人际关系、 情感态度 , 因此他特别重视

建立新的师生关系。他认为这种新的师生

关系必须具备三 个要素: 一是真实

( realness) 或真诚 (g enuineness) 或表里

一致 (cong ruence)。它是指师生关系中的

坦城如实 , 思想感情要表里一致 , 既不掩

饰自己的情感 , 也不粉饰自己的缺点 , 没

有任何装腔作势或虚伪 , 师生彼此都要尽

情地表露瞬间的感情和态度。罗杰斯认为 ,

这个要素是最重要的 , 因为 “正确的移情

和无条件积极尊重除非它们是真实的 , 否

则在某种人际关系中 ,就毫无意义。”二是

尊重 ( rew ard) ,也称接受 ( acceptance)或

认可。罗杰斯认为 ,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 ,

认可每个学生都是作为具有他自身价值的

一个独立个体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要善

于倾听学生的意见 , 重视学生的情感 , 欣

赏并赞扬学生的优点 ,同时也宽容其缺点 ,

维护学生的尊严与爱好 , 相信学生能自己

作 出 选 择 和 决 定。 三 是 理 解

( understanding )。 罗杰斯所指称的 “理

解” 是一种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 , 是从

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人。这不同于评价性

理解 , 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 常被称为

“移情性理解”。它是一种从对方的角度去

理解其思想、 情感以及对世界的态度 , 不

对对方作定性评价 , 而只表示同情、 理解

和尊重 , 而且教师或学生要正确恰当地将

这种体验传达给对方 , 让他感受到这种理

解。 罗杰斯坚信 , 只要能够建立起这样的

师生关系 , 学生的潜能就能充分发挥 , 达

到自我实现。

据此不难看出 , 这种师生关系带有明

显的情感化倾向。 罗杰斯力图确立师生关

系中学生的绝对主体地位 , 强调学生的需

要、 兴趣、 情感和价值 , 强调师生之间的

和谐关系 ,主张采用情感教育。这样一来 ,

教师与学生改变了以往仅在认知领域通过

教学内容发生联系的局面 , 师生之间还有

情感的交流。 师生关系由权威式转向了平

等合作的交流 , 教学也就从硬梆梆、 无生

气的局面中走出 ,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散

发极浓人情味的 “新世界”。

　　五、 启示与评说

1. 关于 “自我学习”。罗杰斯特别重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指导与自我学

习 , 几乎将其看作学生个性发展和自我实

现的唯一途径和决定因素。未来社会是学

习化社会 , 每个人都将会被纳入终身学习

的体系 , 所以学会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 并

且这里的学习更多的是自我学习、 自我教

育。 重视和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 自我指

导能力 , 是现代教育所应有的意识。在这

一点上 ,罗杰斯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罗杰斯仅从人的本能需要的角度对其进

行解释 ,没有意识到这也是社会发展所致。

同时 , 罗杰斯也将学习过程中教师的指导

与学生的自我指导对立起来 , 认为两者是

相互排斥的。其实 , 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 ,

相得益彰的。 而究竟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

关系 , 是我们的教学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

外 , 罗杰斯与传统的教学观一样 , 过分夸

大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天赋作用 , 认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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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先天潜能的表现 , 只不过前者持的

是积极态度 , 而后者持的是消极态度。虽

然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先天的遗传成份 , 但

其通过后天的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对学生

的学习能力既不能极度不信任 , 也不能盲

目乐观。

2. 关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贯穿

罗杰斯整个教育教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线

索 , 他非常热衷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教学

过程中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 ,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确是有效学习的重要条

件 , 尤其是罗杰斯所倡导的 “师生平等”、

“真实、 尊重、 理解” 的思想 , 正是我们传

统 “家长式” 的教育所缺乏的。 传统教育

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权威与服从的主客体关

系 , 实质上也并非是以教师为中心 , 而是

以教学内容为中心的单线单向联系 , 不仅

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 而且教育者也

是为其所囿。 罗杰斯虽然认识到传统教育

中的这一弊端 ,但其却走到了另一极端 ,高

估了人际关系的作用 , 将良好的心理环境

当作教学成败的关键和充要条件 , 完全忽

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对学生发展的重要

性。同时 , 罗杰斯所强调的课堂气氛是绝

对自由的 , 将这种自由气势与课堂纪律对

立起来 , 是不可取的。 应该看到 , 纪律与

自由可以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如孔子所

说的 “从心所欲 , 不逾距”。

3. 关于“情感因素”。罗杰斯把情感活

动看成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 , 有

其合理的一方面 , 因为思维和情感几乎总

是彼此相随的。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认

知过程 , 而且在其间总伴随着一定的情感

活动。 重视学生的情感世界 , 挖掘学生的

情意资源 , 是目前国际教育界对教学活动

的普遍的新认识。 特别是罗杰斯要求师生

在情感领域公平交流的思想 , 更应引起我

们的注意。尽管我们已提出要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 但是师生交

流的只是知识 ,较少有情感的交流与沟通。

然而只有在情感上彼此接纳 , 才能真正建

立起和谐的平等的互相信赖的师生关系。

但另一方面 ,罗杰斯虽然主张知情统一 ,他

实际上将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 , 有认为知

情矛盾的倾向 , 犯了 “情感至上” 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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