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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情力是个体在观察和理解他人情感的基础上，产生与观察对象相似的情感体验并表现出相应行为反应
的一种能力。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学校对个体的教育最为直接，学生阶段是个体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

好的教育是需要共情力的。本文以美国影片《Dead Poets Society》为例，针对“共情教育”，启发家

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共情能力对个体心理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提出加强教育者共情意识，家校

合力，建立轻松和谐的交往氛围，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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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produce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bserved object and show corresponding behavioral responses on the basis of observing and un-
derstanding others’ emo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family and school are the most direct to 
the educ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tudent stage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growth of indi-
viduals’ lives. Good education requires empathy. Taking the American film “Dead Poets Socie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at “empathy education” and inspires parents and teachers’ empathy 
ability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27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270
https://www.hanspub.org/


刘以诚 

 

 

DOI: 10.12677/ae.2023.13111270 8198 教育进展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educators’ sense of empathy, work together at home and school, estab-
lish a relaxed and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and promote a harmonious relation-
ship between educators and educa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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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内关于“共情教育”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缺乏实证研究。本文从心理学角度

出发，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总结出现有的一些不足以及存在的主要误区。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学生健康成长。 

2. 共情力在教育中的价值 

共情(empathy)，一词来自德国术语“Einfüglung”，是指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具体地说是一种站在

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认同和理解他人处境和感情的能力[1]。所谓共情，是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

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人们对共情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共情一直是各界学者研究的热门话

题。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是最早提出共情这个词语的，他认为：“个体可以看见他人的面部情

绪，还能够感受到他人内部的情感，这种就可以称之为共情”[2]；诺丁斯认为“共情是指个体倾向于为

更深刻地理解某人而向别人表现出的个性品质，并认为别人也会拥有和他同样的个性品质”；科赫特认

为“共情”即“替代的内省”[3]，也就是替代另一个个体思考和感受自己内心世界的能力[4]，它包括个

体感知另一个个体的同理心，反思自己的看法、态度，还包括对情绪和情感的共情、反省。在与他人相

处时自身能体会和领悟别人情绪想法的一种倾向，由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组成，认知共情是指领略到他

人的想法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情绪共情是指对他人动作行为的心态反应，也就是能有与别人类似的心情

体验，当这种反应面向自己的时候被叫做个体忧伤，面向他人的时候被叫做同情关怀。 
共情最初作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治疗方法，被运用于心理咨询和治疗当中。近些年来，许多研

究者都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有效地利用共情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比如在语文学习中，一些教师就开始

尝试着运用情境教学法、合作教学模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再如在小学阶段，很多教师则采

用了情景导入法、游戏化教学方式以及小组探究式学习方法等方式进行课堂改革。 
共情力，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心智成熟标志，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品质，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帮助

我们感受他人情绪，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甚至让他人为我们所用。面对学生，教师的共情力更应

该全面展现，站在学生的角度着想，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被爱的美好，能理解父母的行为立场，也能接纳

他们的平庸与时代局限。 

3.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情力的重要性 

3.1. 选片缘由 

该影片讲述了一批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们，遇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老师后的故事。故事开始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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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顿学校，这是一所毕业生常青藤高校含量达到 75%的贵族学校。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将自己的孩子

送进来，孩子们默默接受着父母的安排，成为父母眼中的理想孩子。但基廷老师的到来，唤醒了这些学

生埋藏在心理的自由与真实。 
这是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题材，一个用鲜活生命与现实主义抗衡的结果，很幸运换回了一

批青年的觉醒。更确切的说他们敢于和现实斗争而不是被乏闷古板一成不变的人奴役，弄明白了汲取生

命的精华并努力寻找自己的音。但不幸的是顽固的人伪善的人依旧如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受教育者，他们普遍具有开阔的眼界，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同时，他们将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新一代青少年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不同于旧社会背景下的受教育者，他们往往按部就班，

向往循规蹈矩的生活，缺乏自主意识，缺少独立性，在其后代展现出活跃的思维的时候，往往不能正确

地共情其想法，从而导致了很多家庭问题、师生关系无法解决。 

3.2. 家庭教育中共情力对个体的影响及重要性 

广义上，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论是家长(不仅限于父母，还包括家中长者如爷爷等)对子

女，还是子女对家长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和影响。其进行教育的场所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任何

场所都可以作为教育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增强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成员都需要努力学习相关的技能，如

共情力。狭义上，家庭教育专指父母对子女进行的教育，且教育的场所是固定的。本文也是采用了家庭

教育狭义概念。 

3.2.1 .基于“需要层次理论”解决家长孩子间的冲突矛盾 
学生尼尔的自杀将整个故事带入高潮，悲剧使人陷入深思：尼尔为何会走上自杀的不归路？像尼尔

这么玉树临风、成绩优异，还有表演天赋的杰出学生的离开，人们的心中，无疑充满了无限的惋惜。这

也引导我们去思考，在家庭教育中，尼尔父母教养方式与尼尔之死的直接关系。 
影片中尼尔说“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而且也是第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做

成……”“查理，我成功了！我演帕克！帕克！最主要的角色！”。对于尼尔来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找到自己的梦想与价值，然而在父亲眼中成了一场笑话。父亲无视尼尔戏剧表演的精彩绝伦，无视尼尔

声嘶力竭的呐喊，无视尼尔在说出“nothing”时眼中已坠落的星辰。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像阶梯一样由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七种基本需

要，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求知与理解需求、美的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5]。其中“自我实现需求”就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个人理想和抱负能够实现的需要。马斯洛

认为，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而采用的方法因人而异。不同性格类型者通常在最高层“自我实现需求”

上有很大差别。影片中尼尔的父亲：一个睡觉前鞋子都要摆放整齐的人，自然也会把孩子的人生规划“整

齐”。尼尔的父亲作为以经济型为主要特征的一类人，其自我实现需求表现为在社会工作岗位上可以获

得很多荣誉、钱财，从而要求尼尔做一个有光明未来的“医生”；但尼尔作为一个以理想型为主要特征

的性格类型的人，他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以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为主要目的“演员”。尼尔的父亲忽

略了孩子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其发展具有差异性、可塑性、未完成性。在个体发展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发展，家长更应允许孩子自由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给予适当的关怀和保护，在其选

择的过程中行使监督责任而不是强制干涉。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是被尊重而不是被一味地否定，当父

母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时，其实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很多伤害。所以，这一时期的父母应该学会共情子女的

想法，正确引导其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约束，从而使孩子内驱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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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家庭教育中共情力对个体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复杂系统工程，也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研究表明，

学者们普遍认可共情对人类生活有极大的价值。共情促进了人际交往的社会能力，并构筑起了人与人之

间的一种关联感。在养育的过程中，父母常常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孩子共情能力的培养。比如民主

的家庭教养方式具备正向预测孩子身心发展的作用，像专制型和溺爱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则是负向作用。

由于家庭教育自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家长们对于家庭建设的认识不够全面，对家庭教育的认知不到位，同

时由于家庭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及系统性，所以很多家长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例如，在

家庭教育中，教育往往就变成了说教。而“说教”和“共情”最大的区别是角度，一个站在自己的角度，

一个站在孩子的角度。“说教”是用自己的经验、判断和理解去教育孩子，它是主观的观点。而“共情”

是用孩子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心去感受，更好地帮助孩子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经验。 
尼尔的父亲在对尼尔的教育中根本不听孩子的意愿而强行安排他以后的路，稍微违背父亲的意愿便

视为顶撞，即便是父亲知道尼尔的梦想也不同意尼尔去追求。如果尼尔的父亲能够站在尼尔的角度想想，

什么能让尼尔的精神真正富足？什么又让尼尔感到压抑灰暗？或许尼尔就不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3.3. 学校教育中共情力对个体的影响及重要性 

学校教育是以学校为单位，由专门的教育人员、机构和运行制度所构成的教育形态。其优点是：组

织化、制度化、教学效率高、教学质量佳。其缺点是：高度的组织化会妨碍学生自主学习，扼杀学生的

创造性和求知欲。 

3.3.1.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解决教师专制问题 
影片的开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到本校引以为傲的四大支柱是：传统(Tradition)、荣誉(Honour)、

纪律(Discipline)、卓越(Excellence) [6]，而这与后面在学生间流传的四大支柱大相径庭——嘲弄(Travesty)、
恐怖(Horror)、颓废(Decadence)、排泄(Excrement)，这些词语在英语单词中极为相似却又表达意思相反，

从侧面反映出了学生对学校管理制度、人文关怀的反抗以及无能为力。在新任英语老师基廷出场时，学

校的钟声响起，湖边的群鸟密密麻麻地向一个方向起飞，像学校的学生一样，目标一致、按部就班，实

验课、几何课固定提交作业，拉丁文课的顺序重复教学。基廷在门口探头，吹着口哨走进来，似诗人、

似春风。正如影片的另一个名字《春风化雨》。 
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表明，个体的发展是一个经过一系列阶段的过程，每个

过程都有其特定的目标、任务和冲突。若个体在每个阶段中的冲突得到良好解决，则会获得积极的人格；

若冲突未得到解决，则会形成消极的人格。基廷在授课过程中面对个性张扬学生时，不按学校硬性规定

去做，反而突破填鸭式教育，建立师生互动平台，尊重学生个体，注重学生内在真实需要，充分发挥学

生主体作用，让学生在自由、轻松的教学环境下愉快地成长，并引导学生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用心去感

悟学科精彩的眼睛。 

3.3.2. 学校教育中共情力的重要性 
影片中，在安德森束缚自我时、多尔顿鲁莽行事时、尼尔迷茫不止时、基廷从未直接否定他们，而

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教他们思考怎样才能最优解，他的幽默风趣让学生们纳谏如流。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更要求教师能设身处地理解学生的思想，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优化自

身的教学方法，以合理的形式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近年来，由于学校不断发生虐待儿童事件，引起人

们的恐慌，同时教师这一职业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教师共情能力的培养应该受到重视，提高教师

的共情能力不仅有利于本专业学生的自我发展，还能为未来的教育工作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对学生的

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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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启示 

可悲的是，电影中的学校与我们的教育某种程度上竟然如此相似。原来，各处都有腐朽的思想，顽

固的父母，要服从的命运。其实最初笔者十分不解站在讲台上看台下的用意，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老师的

感受好让我们设身处地吗？其实，这也启示我们应该以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基廷老师是这所传统老牌

学校的“另类”，他有自己的初心、有对未来的热情。电影的语言优美、富含哲理性，纵使最后有的人

站起，有的人仍旧坐着，可新思想已然与旧思想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对抗，可以说，基廷虽然走了，可他

的教育成功的扎根在大家的心中，终有破土而出之日。 

4.1. 培养家长的共情观念 

在家庭教养中，无论是父母或是祖辈教养，都要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关注和追踪意识。未成年人的身

心正处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个体生活范围逐渐扩大，接触到更多的同伴和成人，思维能力随着同伴

交往和教师有意引导快速发展，因此家庭教育极为重要。 
共情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但很多人从小缺少被共情的能力。由于大部分父母更多关注的是对错，而

不是孩子的感受，这就使得父母缺少学习和体验的机会；孩子缺少被引导、被鼓励的机会。那么，很多

家长在共情时会和“同情”混淆，一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接纳自己和他人的

真实情感；另一个则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同情，并压抑自己和他人的真实情感。由于现实原因导

致家长的教育观念不是很高，而学校也缺乏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无法提供共情教育的指导，从而影响子

女的身心发展。例如：当子女表现出不良的情绪情感时，通常情况下父母首先是对子女的不良情绪进行

批评，而不是对其情绪进行情感接纳。这虽然能快速地让子女感到压力而停止悲伤行为，但其实未真正

化解子女内心的矛盾，矛盾无法解决，久而久之便会压抑内心情感，不利于子女良好性格的形成。若在

子女表达出情感时，父母能真正放下自己的意见、处事方式、强硬态度，真正意识到对面的人是具有独

立思维的个体，尊重其差异性，在此基础之上认真倾听其表达，这样做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消除不良情绪，

还可以培养个体良好的人格品质和自信心，为以后更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4.2. 家校合力，开发家庭教育相关课程 

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中，父母在与子女交谈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给予子女充分表达自己情

绪的机会，亦或当子女表达完自己的想法后，随意应付便结束对话，而不加以引导，无法有效沟通，从

而导致个体无意表达内心真实感受，教育也就无从实施。之前我国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压

力，一些由亲子间造成的家庭矛盾使我们深深感到：儿童的发展需要真诚的对话，这其中有师生间的、

教育者间的、亲子间的、家校间的，都要求我们共同致力于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人文关系。 
随着人们对教育观念和模式改变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维，传统的教学方式已

经不能适应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必须进行变革。因此就会出现许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式教

学活动。例如，根据孩子不同年龄特征及家庭背景设计个性化教育方案，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学习、生活

上的关键时期。在学习上，幼儿园毕业期的“幼小衔接课程”，小学毕业期的“小初衔接课程”等；在

生活上，设置一些亲子活动等，这些学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需要家长的积极参与。并且可以采用线下家

长会和线上会议的方式为家长提供相应的训练，以帮助家长了解子女在不同时期身心发展特点，达到科

学合理地应对问题，以规避家庭教育中的错误。 
其中，亲子活动是学校与社会沟通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可以让父母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激

发他们积极向上的教养热情并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促进其心灵成长。增进双方理解及情感。通

过与学校老师互动交流以及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为家长搭建沟通平台，提升自身素养和能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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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家庭成员间相互信任、尊重与支持，营造和睦温馨的亲子关系。如开设“亲子登山”、“亲子毕业典

礼”等课程。 

4.3. 营造和谐人际环境，构建良好人际关系 

共情力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对学生

共情力的培养中必须注重其人际关系的培养。例如，在课堂上请同学们进行角色扮演，全面感受不同人

物的心情，去理解他人当前的情绪想法，做到准确理解他人思想，从而实现对他人的共情。又如，在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为其提供宿舍活动、社团活动、班团日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节等交往平台，增加学生与他

人交往的机会，从而训练学生的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技巧。又如，利用活动讨论课和学术讲座向学生传

授共情知识和交往技巧从而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 

5. 结语 

共情力教育的意义深远又值得反思，不仅仅在于探讨共情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为他

们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或思维模式来指导其行为。这种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人格力量会潜移默化影响孩

子们一生。新时代教师应该做学生获取知识的引导者同时也要承担起学生心理健全发展的促进者。通过

共情教学，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并且这种共

情对提高师生间沟通能力也有着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教学方式，它打破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

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十分符合现代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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