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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期望效应在初中生成长中的心理作用机制
付一丹

济南大学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摘要：初中生阶段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剧变期，面临学业压力、自我认同构建等多重挑战。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核

心实施者，其对学生的期望宛如“指南针”，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轨迹。教师期望主要表现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传递的正向激励情感，这种期望效应对学生的人格塑造、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有着深远意义。本研究深入剖

析其心理作用机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策略，旨在为初中教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以充分发挥教

师期望的正向影响力，助力初中生身心健康成长，迈向全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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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期望效应的理论溯源

1.1 罗森塔尔效应

该效应也被称为也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是该

领域的核心理论。20世纪 60 年代，罗森塔尔与雅各布

森的经典实验揭示，教师被告知某些学生具有“超常发

展潜力”（实则随机选取）后，给予这些学生更多关注、

鼓励，期末测试时这些学生真的在学业成绩与智力发展

上显著优于其他学生。这一实验首次将教师期望对学生

的潜在影响具象化，引发教育界广泛关注，开启后续系

列研究大门。

1.2 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主张个体通过观察与模仿学习。该理论强调

个体的行为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而习得的。在教育情

境中，教师是学生重要的观察和模仿对象，教师的行为

和态度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教师作为

学生重要观察对象，其言行传递期望。当教师对某些学

生表现出积极期望时，比如给予更多的关注、鼓励和表

扬，其他学生也会观察到这些行为。基于观察，学生开

始模仿被期望学生的行为。因为他们感知到教师欣赏这

些行为，并且希望其他学生也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

2“教师期望效应”的特征

2.1 全面性

教育主体方面，教师期望的全面性表现为面向全体

学生，这“为了一切的人”的素质教育观理念相一致
[1]
。

面向全体学生意味着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予他们

平等的学习机会，摒弃以“优、中、差”来划分学生等

级，消除对学生的“标签分类”，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感

受到教师的关注与尊重。其次，在教育观上，“教师期

望效应要求摒弃应试教育观，倡导建立期望教育观。

2.2 累积性

教师期望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长期的师生

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教师对学生持续的积极关

注和鼓励，如在多个学期中不断表扬学生的优点、肯定

学生的进步，这些积极期望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使学

生内心的积极信念越来越强
[2]
。教师不同行为所传递的

期望也会累积，这些行为叠加在一起，不断加深学生对

教师积极期望的感知，从而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更

深远的影响。

2.3 情感性

教师期望往往伴随着情感。当教师对学生抱有期望

时，通常会投入一定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欣赏、喜

爱或者信任。教师期望所携带的情感也会引发学生相应

的情感反应
[3]
。积极的期望能让学生产生愉悦、自信、

感激等情感，激励他们积极向上；而消极的期望则可能

导致学生出现沮丧、自卑、愤怒等负面情感，影响他们

的心理健康和行为表现。

2.4 差异性

个体差异影响期望传递。不同的教师因为个人教学

风格、教育理念等因素，期望效应的表现会有所不同。

同时，学生个体的性格、学习能力等差异也会影响他们

对教师期望的接受和反应程度。学科差异体现期望侧重，

教师对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期望也存在差异。

3 教师期望效应在初中生成长中的心理作用机

制

3.1 自我概念塑造

初中生正处于自我探索关键期，教师的评价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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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构建自我概念的重要参照。教师的积极评价就像一

面镜子，让他们看到自己被认可的优点，学生将这些积

极反馈内化，逐步认定自己具备相应才能，构建起积极

的自我概念。相反，教师的消极评价也会产生强烈的影

响，可能会导致学生对自己的整体评价降低。教师赋予

学生某些重要的角色或任务，让学生担任学习小组组长、

班级活动负责人等，同时表达对他们的期望。这会让学

生觉得自己是被教师看重的，能够承担责任。

3.2 成就动机激发

积极的教师期望为学生注入强大动力，教师对学生

明确地表达积极期望，能够为学生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

框架。学生会将达到这个目标视为一种成就，从而激发

成就动机。当教师对学生寄予厚望时，往往会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学生在这种支持下，会更愿

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满足教师的期望，同时也实

现自我价值。如果教师经常对学生表达消极期望，初中

生的心理比较脆弱，会使得学生被频繁否定与习得性无

助，他们会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教师的要求，

从而失去追求成就的动力。

3.3 情绪情感调适

教师期望犹如情绪“调节阀”。积极期望会给学生

提供安全感与归属感，当教师对学生抱有积极期望，会

通过言语和行为传递出一种接纳和信任的态度，同时还

能激发学生的乐观情绪和自信心，当遇到挫折时，他们

更倾向于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4]
。初中生对教师的评价

很敏感，如果教师总是拿学生和其他同学比较，并且强

调学生的不足，会使学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从而产生

自卑和沮丧情绪。这种情绪会让学生对学习和生活失去

兴趣，甚至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逃避心理，不愿面对教师

和学习任务。

3.4 社会行为引导

初中生的社交模式尚不成熟，教师期望间接影响其

同伴交往。当教师对学生抱有积极期望时会提升自信与

主动参与，学生受到肯定后，会更加自信地参与到集体

活动中
[5]
。他们会主动承担团队任务，积极与同伴沟通

交流，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更加活跃。得到教师高期望

的学生，往往自信开朗，在集体活动中更积极主动，易

收获良好人际关系；而被教师低期望对待的学生，可能

因自卑怯懦，在社交场合退缩，甚至产生攻击性，试图

以另类方式获取关注，不利于健康社交圈构建
[6]
。

4 当前教师期望效应实施存在的问题

4.1 刻板印象主导

部分教师受传统观念禁锢，以成绩优劣、家庭背景

等为标签给学生分类，教师可能会根据学生的外貌、家

庭背景、种族等为标签形成刻板印象，并据此产生不客

观的期望。对“优生”满怀期待，资源倾斜，对他们寄

予较高期望，给予更多关注和机会；而对“差生”或者

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冷眼相待，忽视其点滴进步，

导致期望不公，限制学生多元发展潜能。

4.2 期望表达模糊，缺乏个性化

不少教师虽心存期望，但传达时含糊不清。如笼统

夸赞“不错”或批评“不行”，学生无法精准捕捉教师

要求，不知如何改进，期望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指引。

教师往往难以做到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能力和需求制

定个性化期望。在班级中，教师可能会对成绩好的学生

都寄予同样的高期望，要求他们在各个学科竞赛中都取

得好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兴趣特长差异；对成绩差的

学生则给予统一的低期望，认为他们在学习上很难有大

的突破，没有考虑到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潜力。

4.3 缺乏持续关注和动态调整

教师期望效应需要教师持续关注学生的发展并适

时调整期望。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能会因为教学任

务繁重等原因，在对学生提出期望后，就不再关注学生

的变化。学生努力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教师没有及时发

现并给予帮助，也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期望，

会导致学生可能因为无法达到期望而产生挫败感。学生

处于动态成长，能力、兴趣瞬息万变。一些教师却墨守

成规，初期判定学生水平后便不更新期望，未能顺应学

生成长节奏，错过激励时机。

4.4 传递方式不当

教师在传递期望时，可能会使用一些不恰当的语言

或行为。例如，在课堂上，教师可能会不经意地说“你

要是能考高分，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这种带有讽刺

意味的话语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的低期望，从而产生消极情绪。此外，教师的肢体语

言也可能传递出负面信息，如对某些学生总是皱眉、摇

头等，使学生误解教师的期望。

5 基于教师期望效应的教育指导策略

5.1 树立科学教育观，摒弃偏见

1.教师要率先打破刻板印象，摒弃以成绩论英雄的

陈旧思维。教师应深入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如多元智能

理论。通过学习，教师能认识到学生的天赋和潜力是多

方面的，不能仅以学业成绩来衡量。积极参加教育心理

学相关培训和研讨会，了解学生心理发展规律，避免因

误解而产生偏见，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自己是否存

在基于外貌、家庭背景、地域等因素对学生产生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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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刻意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

差异。从学生的学习风格入手，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提

供更合适的教学方法，避免因学生对某种教学方式不适

应而产生偏见。也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差异，积极为

学生提供展示不同兴趣爱好的平台。

5.2 优化期望表达，精准沟通

1.教师要采用具体且有针对性的语言。教师在表达

期望时，应避免使用模糊笼统的表述，而是要具体指出

学生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给予学生详细的反馈，

让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了认可，以及需

要在什么地方做出努力。

2.教师要运用积极的沟通方式。采用“三明治”式

的沟通方法，即先肯定学生的优点，再提出期望，最后

给予鼓励
[7]
。这种沟通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教师

的期望，同时也不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注意语气和措

辞，始终保持温和、鼓励的口吻。避免使用带有讽刺、

挖苦或贬低意味的语言。即使是指出学生的不足，也要

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表达。

5.3 全程动态跟踪，灵活调整期望

1.建立学生成长档案。教师应为每个学生建立详细

的成长档案，记录内容包括学业成绩、课堂表现、兴趣

爱好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定期更新档案是跟

踪学生发展的关键。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阶段，如每周或

每月对档案进行更新。

2.阶段性评估与观察。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阶段性

评估，包括学期中评估和学期末评估，采用定量（如成

绩数据）和定性（课堂表现评语）相结合的方式。例如，

除了看期末考试成绩外，还要看学生在整个学期内是否

在课堂上逐渐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等。

3.灵活调整期望策略。当学生在某一方面取得进步

时，教师应及时上调期望。如果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中遇

到困难，教师要适当降低期望，给予学生缓冲的空间，

调整期望后，要与学生沟通，让学生明白教师的期望是

基于他们的实际情况而改变的，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5.4 家校协同共育，强化期望合力

1.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教师要与家长建立定期沟通

的制度，如每月一次家长会或者电话沟通。在沟通中，

教师不仅要向家长反馈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更要分

享学生的课堂表现、兴趣爱好发展等多方面情况，除了

传统的家长会和电话沟通外，还可以利用现代通讯工具，

如微信、QQ等建立班级家长群。

2.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期望观念，共同制定期望目标

和计划。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育讲座，邀请教育专家向

家长讲解教师期望效应的原理和重要性。帮助家长理解

教师期望对孩子成长的积极影响，以及如何与教师的期

望相配合。教师可以向家长提供具体的教育策略，让家

长知道如何在家中营造积极的期望氛围。教师与家长共

同制定学习目标，包括学习成绩、品德培养、兴趣爱好

发展等多个方面。教师在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辅导、

展示机会等，家长在家中可以监督学习、鼓励兴趣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教师期望效应对初中生成长的心理作用显著且多

面，然而当前实施存在期望模板化、传递生硬、受刻板

印象桎梏、缺乏动态调整及家校脱节等弊病。未来，教

师需深度内化科学教育观，用多元视角洞察学生潜能，

以精准且温暖的方式传递期望，搭建家校“连心桥”，

让期望在家校间无缝传递。借助大数据与智能技术，为

每个学生勾勒动态成长轨迹，依此灵活“剪裁”期望，

使其时刻合身。教育部门应强化教师培训，将期望效应

实操列为重点，同时，社会各界宜营造宽松成长氛围，

助力教师期望效应最大化，护航初中生心灵成长，促使

每个学生都能绽放独特光彩，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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