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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和学生做朋友？
一位班主任的探索与思考

怎样的师生关系对教学更有利？这或许是一部分老师，尤其是年轻班

主任老师的内心困惑。老师们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反思，以期寻找到师生

相处的最佳之道。

本期“我是班主任”栏目，有一位年轻的班主任与大家分享了她关于

“该不该与学生做朋友”的探索与思考。

“师生做朋友”
结果并不尽是美好

曾在《班主任之友》杂志上看到
一位老师发文，记录尝试与学生做
朋友，结果发现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学生甚至以师生朋友关系为由违反
校纪校规，文中老师内心的失落以
及后续对学生的批评和自我反思，
真实地反映了部分教师关于如何处
理师生关系的困惑与苦恼，我深深
地共鸣了。

参加工作第一年，我怀揣着满
腔热情，看着这些比自己没小几岁
的弟弟妹妹，内心反复默念写于毕
业那天的朋友圈：“以后不仅要当好
学生，也要当好老师！”

任教的第一个班级是艺术班，
学生专业众多，音乐、美术、播音、表
演等，都是多才多艺、极具个性的孩
子，但在日常教学中班级问题也逐
渐暴露：班内小团体众多，缺少学习
动力和氛围。最初，作为任课老师的
我也和发帖老师一样，决定“攻心”
为上，常常主动和学生沟通拉近距
离。不久，婷婷便时常在QQ上找我
聊天，从学习困惑、学业压力到班级
趣闻、人际八卦，甚至家庭琐事、亲
子关系，无所不谈。

这是一个在班里没什么朋友的
女孩子，我以为及时的回复、适当的
鼓励和安慰，可以让她不再那么孤
单和厌学。她的一句“因为有你在学
校，让我觉得上学也不是一件那么
可怕的事”，更是坚定了我的想法。
我发自内心地接纳和包容，她也紧
紧抓住了我，常在课间来办公室找
我分享日常，递过家里带来的一把
小番茄或是一个苹果，我微笑婉拒，
她便放在桌上转身就跑；看见我在操
场上散步，便蹦蹦跳跳地跑来，牵过
我的手表示想要一起走，我也不曾拒
绝。她开心的模样和进步的成绩让我
觉得我挽救了一个被孤立的女孩，全
然忽视了我们开心聊天、一起散步时
一旁看向我们的其他学生。

班内逐渐传出风言风语，“李老
师好像和婷婷关系很好”“李老师特
别照顾婷婷”“婷婷又去办公室找李
老师”，更有甚者，甚至传出了“婷婷
家里肯定是给李老师送礼了”之语。

在一次婷婷的日记被同学偷看
事件中，班内学生矛盾爆发，一方面
是同学对婷婷的抵触日益明显，言
语磕碰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婷婷及
父母以为，偷看日记是侵犯隐私的
行为，要求严肃处理。于是班内矛盾
被提到了政教处。这件事的最后，以
偷看者道歉、婷婷转学告终。

事后，我始终在想，师
生该不该做朋友？就这样，
我带着困惑接手了新一届
艺术班班主任工作。

深受打击的我暂时缩
回了主动拉近师生距离的
触手，我还没想好怎样和
学生相处，害怕再次逾越
师生关系边界，不忍好心
办坏事。思考良久，我决定
不如先和学生做笔友，于
是我模仿自己曾经的初中
班主任布置周记的方法，
邀请学生每周动笔记录所
思所想、所见所闻、喜怒哀
乐，如果实在不知写什么，
只一句“本周无事”也未尝
不可。

最开始，我得到的信息
主要是“食堂的青椒好难
吃”“早上的麻球真好吃”

“ 希 望 运 动 会 顺 利 落
幕 ”……

每一次，我都予以回
复，写下“要想知道梨子的
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

“生活中总有小确幸和不如
意……”诸语，引导孩子们
从生活的场景思考现实的
道理。

慢慢地，学生的周记里
出现了“这周的数学听不懂
……”等学业困惑，我们班
普遍数学薄弱，于是我趁机
设立“午自修数学十分钟”，
由数学老师提供错误率最
高的每日一题，寻找班内解
答正确的同学担任当日的
数学小先生，让其站上讲台
分享解题过程，其间小先生
的表达能力得到锻炼、所学
知识得到巩固，听讲者也得
到了来自同龄人、同学者的
学习经验，难题也终会在班
级合力协作中一点点被攻
坚破解！

再后来，学生开始写一
些悄悄话，比如“我们班
XX同学并没有起榜样作
用……被他知道我说坏话
肯定会揍我……”我一字
一句写下“我非常欣赏你
勇敢、正直！你们的周记内
容我都会保密，望你永远
拥有这份正义感和敢说话
的勇气！”

一周又一周，学生或许
发现告诉我的事情确实不
会泄露，问题则会一个个被
解决或被改善，师生对话也
渐渐深入。

后来，我的阅读日常是
“我妈本来说考试考好才给
我买鞋，但我偷偷发现她已
经买好了，可是成绩出来又
和我大吵一架，我对我妈真
是又爱又恨……”“老师，我
爸爸妈妈在弟弟面前把我
塑造成最好的姐姐，所以弟
弟很崇拜我，很听我的话，
可我知道自己不是最棒的，
总有一天他会长大明白这
一点，所以我要在他长大以
前，变成我最好的样子
……”“李老师，你可能不知
道，小懿拿着周记本在我面
前乐了好久，你给她写的那
句‘我对你的喜欢又加了一
分’，她开心得不得了，问我
好几次，你没有吧？没有吧
……”“说实话，我很迷茫，
每天喝着毒鸡汤也不知道
何去何从，我跟父母很疏
远，他们偶尔的关心让我反
感……”

从学习困难、生活问
题、人际交往、亲子关系到
少年心事，应有尽有，原来
我的一言一语对学生的影
响远超我的想象。可他们
不知道，他们的成长和思
考也在触动我的内心。一
句“我多进一点，爸爸妈妈
才能多一点退路；我多退
一点，爸爸妈妈就少一点
退路，我们努力是为了过
正常人的生活……”令我
震惊于她才16岁便如此成
熟懂事，同时也理解了平
时嬉笑开朗的她为什么在
考试失利时如此脆弱伤
心，只因为背负着来自家
庭的学习压力。

我渐渐感受到，高中班
主任带领着、引导着这些正
在成长中的少年时，虽有无
数个忙碌、疲惫、操心的时
刻，却也在他们身上看到更
多的为人处世、思维认知、
生活百态，见众生后疏阔的
视野和心境，何尝不是极大
的获得。

师生关系并不是
该不该做朋友这么简单

师生在纸笔之间、在时光
之中，看到彼此更多的面相、更
深的内心，从文字中反映的学
生或班级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言语中洋溢的喜悦我们一起分
享；心理距离并不远，师生边界
却也从未打破。

至此，三年前的疑问，我想
已有了答案，学生性格、经历、
家庭的差异会导致每个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的需求不同，老师
或许是倾听者、解惑者、指导
者，又或许只是陪伴者，师生关
系并非“朋友”二字可以一概而
论。与其考虑“该不该和学生做
朋友”，担心过远过近的关系给
师生双方带来困扰，不如跳脱
出“该与不该”的固定答案，去
发现、挖掘学生内心真正的需
求，予以回应和帮助。

三年前的婷婷真正需要的
并不是我这个朋友，而是有人教
会“被孤立的她”怎样交到朋友，
如果当时的我也能明白这一
点，并及时引导或许可以帮到
她更好地渡过这一“成长的阵
痛”。每每想到这一点，总是懊
悔，幸运的是，我又联系到了已
顺利升入重点大学的婷婷，当
她倾诉舍友关系时，我的悔意
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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