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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班会课——孙晶 

第17堂  爱敬师长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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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的       

1.通过“小树快长大“”活动，引导学生认识自
己的成长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抚育和教导。        

2.通过生活“摩擦球”活动，引导学生分析与老
师、父母长辈相处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3.通过“聪明转盘”活动，帮助学生掌握与师长
相处的适宜方法，以及“爱与敬”两大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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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准备        

1.根据场地条件和班级人数分组，每组6～8人，确
定组长。        

2.每人两张彩色心形卡片，书写笔和彩色笔足量。        

3.印制活动记录单（见活动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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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过程       

                        活动1：小树快长大        

【辅导要点】         

以小树长大为牵引，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家
长和老师的抚养和教育，导入活动课主题。         

【活动时间】        

10分钟。      

（建议指导语：同学们，你们常常被比作小树苗，不断
地向上生长，我们来做一个和小树苗有关的小活动，看
看你够不够灵活和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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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1）活动规则：       

①衔接语：教师说“小树小树快长大”；学生要接着
说“快来快来帮助我”。       

②教师说“阳光”，学生要快速站起，双臂向上尽力
伸展。       

③教师说“雨露”，学生要快速半蹲并鼓掌。       

④教师说“泥土”，学生要快速蹲下，双臂环抱膝盖。       

（注意：可以在活动前先引导学生说出小树成长需要
阳光、雨露和泥土；动作口令随机发出，变换口令之
前要加  的衔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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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开始。可以多进行几次，速度逐渐加快，激发
学生的兴趣，结束后简单点评，提出课堂要求。        

（3）小组限时讨论：像一个小树苗一样的我们，成长所
需的阳光雨露和土壤是什么呢？        

（4）组长记录，代表小组发言。      

（5）教师总结。       

结合学生的发言总结。       

【引导要点】       

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亲人和师长的抚养、关心和教育，导
入活动课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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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2：生活摩擦球       

【辅导要点】       

引导学生交流平时与老师、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相处时
发生过的摩擦，并讨论分析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活动时间】      

15分钟。        

（建议指导语：家长和老师是同学们成长的阳光、雨露
和土壤，然而光照不一定都适合，也不会总是风调雨顺。
随着同学们年龄的增长，生活中与师长相处出现矛盾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就像一颗颗小小的摩擦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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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1）想一想自己于老师、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相处

过程中发生过的不愉快的事情，简单记录在活动记录
单的“摩擦球”中。        

（2）小组交流，并针对每个同学的“摩擦球”内容，
讨论与长辈之间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3）组长进行记录，各组派代表发言。        

（4）教师总结。          

结合学生发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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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要点】       

（1）老师、父母，以及其他长辈与孩子之间是管理与
被管理、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难免发生矛盾。        

（2）发生矛盾时，双方都有可能存在问题，要多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对自己会更有利。       

（3）很多矛盾甚至冲突是因为误解，长辈没有了解真
实情况或自己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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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己情绪控制得不好，语言和行为过激，使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5）长辈不同意自己的看法，反对的态度和做法

甚至简单粗暴，令自己很生气是正常的反应，但
是对长辈表达不满意时如果方法不得当，会引起
很多的问题，这是晚辈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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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3：智慧转盘       

【辅导要点】      

讨论和总结与师长相处和沟通的要点与技巧，做个
爱师敬长的好孩子，重视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子关
系的建立。        

【活动时间】      

10分钟。      

（建议指导语：找到发生矛盾的原因，就可以发现
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摩擦球”放入智慧盘，就会
逐渐减少阻力，与老师和家长能更加融洽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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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1）智慧转盘。        

将小组分成两部分，分别讨论下面两个问题：       

①与老师之间出现误解和矛盾时应该注意什么？     

②向父母长辈表达不同意见时应该注意什么？       

（2）小组成员以头脑风暴的方式轮流发言，组长进行
记录。       

（3）各组依次汇报讨论结果。       

（4）教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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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要点】       

（1）与老师之间出现误解和矛盾时应注意：       

①主动与老师沟通。  

②态度真诚，不要针锋相对。 

③语言得体，对老师表示尊重。 

④注意时机和场合，在人多的环境下不适宜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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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父母长辈表达不同意见时应该注意：       

①家人再熟悉，是长辈就要注意礼貌，用语文明。 

②控制情绪，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 

③主动把事情说清楚，不能不理不睬。 

④尽力理解长辈的想法，家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 

⑤对父母或者其他长辈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必须注意
场合和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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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与敬”是与师长相处的基本原则，爱与敬要
以实际的语言、态度和行为来表达。        

（4）多从自身找原因，有误会主动澄清；有错误主动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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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4：总结与延伸      

【活动时间】     

5分钟。       

【活动内容】       

（1）自由分享：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新的收获？      

（2）课后延伸：想一想自己在与父母和老师相处时，

哪些角度需要调整和注意，分别写在心形卡片制成
的“心意相通”卡上，并进行简单的装饰；请父母
和老师阅读自己的“心意相通卡”，并予以回复
（可以再班内做主题展示）。      

 



爱敬师长——人际关系 

四、活动素材库        

1.设计背景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生活和

学习中的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并希望得到家长
或老师的认可，不愿意被过多的拘束。当他们的想法
没有得到理解或认可时，常常会极力争辩或是心怀不
满，师生、亲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受制于心理成
熟水平，与长辈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后，孩子们常常
不能很好地分析原因，确定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需
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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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班会课主要是针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设计，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感受老师、父母、以及其他长辈对
自己的关心，分析与师长相处的常见问题和原因，反
思矛盾冲突中自身的不当做法，通过朋辈讨论，掌握
和强化与长辈相处的基本原则和适宜方法，努力做一
个爱师敬长、品行端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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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支持       

（1）关于“代沟”         

     代沟，广义上是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价值观念、

生活态度、思想方法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心理距
离或心理隔阂。狭义上是特指父母子女之间的心理差
距或心理隔阂。代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增
加与父母的有效沟通，从而减少因代购而产生的矛盾。        

     两代人形成代沟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生理原因、心
理原因和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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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因素：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处于身体和智力快
速发展的阶段，他们活泼、好动、勇于创新，但
是却缺乏耐心和持久性。家长自然有责任对孩子
的行为进行管教，过于严格或者频繁的管教，会
让孩子产生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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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因素：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自我意识逐渐增
强，有独立思考的要求。他们容易冲动，易受
他人的影响。家长对子女有较高的期望，对孩
子的管教却经验不足，不能理解孩子的真实想
法，管教方法比较死板，单一，往往达不到效
果，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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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两代人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区别。父母
与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照父母
小时候的想法去推断自己孩子的想法，或是让孩子
按照父母小时候被要求的去做，可能会让孩子产生
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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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与父母相处         

在面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代沟问题时，需要双方共同
的努力。子女作为晚辈，面对关心自己的父母，应
该更加主动地去与父母进行沟通交流，相信他们能
够理解自己，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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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解尊重。        

父母是与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多进行交
流，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同时我们应该学会换位思
考，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某件事，这样我们就会更
加理解父母的初衷，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
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应该用委婉、随和的语气表达
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待长辈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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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心了解。            

我们都渴望能够被他人关心，父母也是一样的。我们
在平时也应该多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关心。虽然我们不
能帮父母解决太多的问题，但是一句关心的话，一件
体贴的事，就能让父母感到欣慰。我们应该多与父母
交流，了解他们的做法，用我们的听话和懂事去分担
父母的压力，就是对养育我们的父母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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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承认错误。       

父母对我们给予厚望，所以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总
是希望我们能及时认识错误并尽快改进。如果我们仍
然死不承认或者推卸责任，这样只会让父母更加着急
和失望，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工作。所以当我
们做错的事，就要主动承认错误，并且尽力去改正它，
这也是有责任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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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主动交流。         

要想拥有和谐的亲子关系，我们可以尝试多与父母一
起活动、交流。例如一块儿逛街、一块儿运动，甚至
一块儿观看节目等等。通过这些集体的家庭活动能让
亲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加强彼此的了解，增进
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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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控制情绪。        

亲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双方难免会非常生气。
这时如果任意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顶撞父母，就
如同火上浇油，会让事情发展的越来越严重。我们
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应该努力控制情绪，不要急着辩
解，可以先做深呼吸或者离开一会儿，让自己的情
绪平静下来，再把事情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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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与老师相处       

老师教授我们知识，当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在平时的
学习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学生与教师在交流的过程
中存在障碍。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师生关系，会对双方
造成不良影响。作为学生，应该正确认识这一点，努力
克服自己的逆反心理，不要故意与老师对抗，应该对老
师多一些理解，理智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建立和谐的师
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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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尊重。         

老师也是自己的长辈、对待老师首先要有礼貌，这
是作为一个学生最基本的要求，也能在师生互动的
过程中，增强彼此之间的好感。尊重老师不仅表现
在对老师有礼貌，还体现在能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
上。上课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老师的问题，按老师
的要求去做，不让老师生气……这些都是尊重老师
的表现。 



②理解。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老师也一
样，他也可能犯错误，或者因为考虑得不周到而做出
不合理的判断。有的同学在评论老师的时候，只看到
老师的问题，认为他脾气不好，过于严厉，主观臆断
等等，但是却没有想到老师平时对学生的关心，也没
有想过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有些同学还喜欢
将对老师的不满放在心里，不对老师讲明，或者通过
极端的方式发泄不满，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最终影
响学习。作为学生，应该多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老师，
多想想老师的优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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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流        

与老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我们可以主动与老师交
流，请老师给自己一些指导。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
老师更多的帮助，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还能更多地
了解老师，体谅老师，减少对老师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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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老师提建议的技巧            

学生在与老师相处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
意见，学会恰当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能减少矛盾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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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意场合与时机。        

给老师提出建议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合
适的。当老师在认真讲课时或者与别人交谈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随意打断，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老师讲课
的思路，耽误学习的进度，也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同学
学习。我们可以在老师讲完一个问题之后再提出自己
的观点，这样老师也能更好地回应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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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语气礼貌。         

虽然我们能给老师提建议，但是老师是我们的长辈，
再提建议时我们需要有最基本的礼貌，不能直接指
责或理直气壮地提出观点，好像要把老师反驳下去
一样。我们应该平和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
想法说清楚，以商量的口气去与老师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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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流方式适当。          

与老师交流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除了在适当的时机
直接提出建议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写信，
作业留言，利用网络关系，如微信、QQ等。不管是

哪种方式进行沟通，都要积极主动表达观点，可以促
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切不可对老师心怀不满，却故意
憋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对老师造成误解，影响
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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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替代活动        

（1）身边的故事（可以替代活动2和活动3）        

【辅导要点】        

通过对两个小品的讨论，引导学生认识与老师或父
母长辈相处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活动内容】      

①排演课堂小品（或者制作成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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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品一             

时间：语文课上；地点：教室；人物：老师、小亮、小涛。         

主要内容：         

       老师在津津有味地讲课，小亮在认真地听课，坐在后
面的小涛玩着自己的笔，腿还不停地踢着前面小亮的椅子。        

       小亮被踢烦了，回过头对小涛说：“别踢我的椅子了，
你都影响我听课了。”            

       小涛不以为然，继续玩自己的，一会又踢起小亮的椅

子来。小亮实在受不了了，回过头，狠狠地瞪了小涛一眼，
小涛嬉皮笑脸的，还给小亮做了一个鬼脸，小亮生气极了，
把小涛的笔拿到了自己的桌上，不让小涛再玩，小涛急了，
差点站起来，想要把自己的笔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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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老师发现了小涛的举动，生气地问小涛：
“发生了什么事？”         

       小涛忙说：“小亮抢了我的笔！”            

       老师更生气了，立刻让小亮站起来，并严厉地批评

小亮：“小亮你怎么那么不懂事，上课不仅不认真听课，
还抢别人的笔，课后把这篇课文抄一遍。”               

       小亮生气极了，心想：“老师凭什么罚我，明明是

小涛先影响了我，老师太不公正了。”在接下来的半节
课里，他一直想着这件事，再也不想听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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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二             

时间：星期天上午；地点：家里；人物：爸爸、妈妈、
小明。           

主要内容：             

       妈妈穿着围裙在屋里拖地，爸爸在看书，小明戴着

耳机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作业，嘴里还忍不住哼出了歌曲。
妈妈闻声走来，说道：“小明，你在干什么？一边写作
业一边听歌，这样哪能写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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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听着声音也走过来了：“是啊，现在可得好

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考上好中学、好大学，将来才
能有好日子！你看现在竞争压力那么大，大家都在努
力，你一放松，就被落下了……”             

      小明实在忍不住了：“行了，行了，你们说够了

没有？烦不烦啊？天天老师说，你们也说，我早就听
腻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好好学习！”说完，一把扯
下耳机，扔到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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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讨论问题：          

a.小品一的结局可能是什么？小亮怎么做最
明智？          

b.小品二的结局可能是什么？小明与父母的
矛盾是什么？他应该如何去做？          

③组长代表小组发言，教师总结 （可以参考
活动素材库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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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修正带（可以替代活动4）          

【辅导要点】 

反思自己平时与老师、父母长辈相处时的不当之处，并思
考如何调整。         

【活动内容】       

①想一想自己平时与老师、父母长辈相处的过程中，哪些
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②对于做得不好的地方使用“修正带”进行改进。  

爱敬师长——人际关系 



4.活动记录单        

生活摩擦球          

  

                        老师                家长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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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转盘          

  

                  与老师相处         

                   

 

 

                  与家长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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