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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师口语表达能力是教师职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

的语言观反映出教师的教育观，教师语言水平决定了教师的教

学水平。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 《教育的艺术》中认为，教

师语言 “是一种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在

美国的一些高等师范院校专设了教师语言课 （也叫 “会话矫

正”课），按必修课安排，并进行严格的考试，而且否能驾驭

教学语言，是教师能力考核的重要方面。

卓越的教师必有一流的口才。当我们聆听魏书生、于永

正、贾志敏、钱梦龙等等这些大家们的授课时，我们不仅为他

们高超的教学水平折服，他们睿智、机敏、幽默的教学语言，

同样令人深深敬服。

教师的职业规定性决定了教师语言表达的特点：既注重科

学性，又注重艺术性；既注重教育性，又注重审美性；既注重

规范性，又注重趣味性；既注重普遍性，又注重针对性；既注

重预设性，又注重应变性；既注重讲解性，又注重启发性。

卓越的教师总是善于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

学情景，适时调整自己的话语表达。他们的教学语言似乎是信

手拈来，浑然天成，不露斧凿的痕迹，达到很高的口语修辞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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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教师借助押韵、对偶、回环等手段，在音节的

搭配、排列、对应上下功夫，通过语速快慢、停连、句调、轻

重音等的巧妙运用，以求达到这样的语音修辞效果———韵律：

和谐自然、悦耳动听；节奏：疏密相间、快慢适宜；音节：匀

称均衡、严密工整；语调：抑扬顿挫、高低起伏。

教师的口语表达不仅仅要做到准确、规范、科学，还要做

到形象、生动、有趣。对教师来说，学习修辞的知识，能根据

题旨情境的需要灵活运用一些常用的辞格，对增强教师口语表

达的艺术性，有很直接的效果。在教师日常的口语表达中，有

的辞格的使用可以使教师的语言表达生动、具体、形象，如比

喻、比拟、示现等辞格；有的辞格的运用可以加强教师语言的

语势，使教师的话语表达更有激情，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如

排比、设问、反问等辞格；有的辞格的运用可以使教师的语言

富有情趣，如双关、婉曲、仿拟等辞格。

教学中，教师为了上好一堂课，事先总要做周密的准备，

但 “百密一疏”，教师备课再怎么细致周到，总还会遇到这样

那样的偶发状况。面对教学中的偶发事件，是慌张无助，举止

失态，思维短路，言不对路，还是沉着冷静，妙语化解？那些

教育大家们，总是以他们的语言智慧，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人

格魅力和高超的教学水平。

教学应变具有突发性、巧妙性、创造性和教育性的特点。

教学应变要经历观察、判断、决策和处理四个环节。教师恰当

的教学应变对维持课堂教学秩序、融洽师生关系、树立自己威

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益处。

教学应变语是教师针对教学中的偶发事件，根据学生接受

能力和教学双边活动的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变化的语言，是

教师教学机智和语言机智的综合运用。在教学中，教师恰当运

用应变语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着重要作用。

教学应变应遵循 “遇变不慌，冷静应对；对症下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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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效；直面失误，真挚坦诚”等语用原则。在具体应变时，

应借助 “推波助澜”“借题发挥”“旁敲侧击”等语言应变策

略。教学应变能力的高低是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试金石，只要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就能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教学

应变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２１世纪社会生活中人们应该具备的最基
本的生存能力之一，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分享信息，促进彼此的

了解，消除误解，实现合作和共赢。作为教师，职业的需要决

定了教师更要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面对学生，教

师只有在课内课外的师生交往中，才能达成对学生的了解和研

究，才能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改善和提高自己的

教学效果；面对家长，教师只有与家长交流沟通，才能争取家

长的理解配合，共同实现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面对同事和领

导，教师如果具有良好的交往协调能力，就会为自己的职业发

展争取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那些卓越的教师，他们在与学生

沟通交流时，显示出了高超的师生交际艺术水平，堪称典范。

为什么课堂教学具有交际性的特点？教师的课堂交际艺术

有何作用？教育教学中常见的语言交际艺术有哪些？教学中的

师生非语言交际有哪些？教学中师生交际的常见障碍及对策有

哪些？……在本书的第四章，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具体的

探讨。

在教学中，教师幽默的语言总能让学生在轻松愉悦中学习

知识，学会做人。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曾说过：“教育

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我国有很多的特级

教师也十分重视幽默的教育作用。于漪老师给自己的要求是

“努力把课上得妙趣横溢”，魏书生老师则主张 “每堂课都要

让学生有笑声”。课堂教学中，优秀的教师总是善用教学幽

默，激发学生兴趣，开启学生心智，调节课堂气氛，融洽师生

关系，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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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幽默所激发的笑，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熔铸着

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内涵。就心态而言，幽默的教师应该是一

个宽容超然的人；就思维来说，幽默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机智敏

锐的人；从接受心理看，教学幽默与人的优越感、乖讹感与期

待落空心理有关。

探讨教学幽默的语用策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一是遵循

心理规律，活用语言，如自我解嘲，善意调侃，意外突转等；

二是打破逻辑常规，巧用语言，如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别解

歪说等；三是善用修辞技巧，妙用语言，如析字、析词、夸

张、移时等辞格的巧妙运用。

在探讨卓越教师语言表达的基本特点、卓越教师的口语修

辞艺术、卓越教师的语言应变艺术、卓越教师的语言幽默艺术

时，既作必要的理论阐述，又辅之以鲜活生动的教学案例，力

求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希望本书的写作，对那些即将走上教

师岗位的人和已经在教育行业奋斗的同人们，有所启迪。

向优秀的教师靠拢，向卓越的教师看齐。与教育界的同行

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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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卓越教师语言表达的基本特点

一个卓越的教师，其语言表达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看看

我国著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贾志敏老师的一段教学实录：

师：跟 “镇定”意思相近的词是什么？

生：镇静。

师：跟 “镇定”意思相反的词又有哪些？

生：慌乱。

生：慌张。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谁能把 “镇静”放入课题中读一

读呢？

生：镇静的女主人。

师：很好。谁能把 “慌乱”放入课题中读一读呢？

生 （女）：慌乱的女主人。

（学生和随班听课的老师听了，一阵哄笑。）

师 （笑道）：你才慌乱呢！

（女生马上感到失误了，涨红着脸坐下。）

生 （马上纠正）：应该是 “不慌乱的女主人”。

（将要下课时，贾老师要求学生起来朗读课文。众多学生

纷纷举手。）

师：我们还是请 “慌乱的女主人”来朗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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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那位女生此刻十分高兴，手捧课本，情绪饱满地朗读

起来。）

贾志敏老师的教学语言，亲切、幽默，应变得当，进退有

度。面对学生的失误，用善意调侃化解了尴尬的场面，既指出

了学生存在错误的地方，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

性，展示了大家风范。

我们再看一个反面例子：

有位初次走上讲台的实习生，心里特别紧张。为了上好第

一堂课，他在同班同学面前试讲了七次，每一句话，每一个动

作都背得很熟了。

上课之前，他又在教室外回忆了上课的重点，记住的第一

句话是 “同学们，上课！”，最后一句话是 “同学们，再见！”

这时上课铃响了，只见他把 “同学们，上课！”糊涂而慌

乱地说成了 “同学们，再见！”

学生听了这句古怪的问候，觉得老师太幽默，也许有新

招；而这位实习生却只意识到自己出了大错，赶紧找机会掩

饰，拿起黑板擦在已经擦得很干净的黑板上擦来擦去，可偏偏

用的是反面。

这时，学生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这对实习生来说无

异于火上浇油，一时大汗淋漓，赶紧拿出手绢擦汗。可下面笑

得更是前仰后合。原来他擦汗用的不是手绢，而是昨晚洗脚时

忘记在口袋里的臭袜子。

此时他完全是身不由己了，不小心碰倒了热水瓶。“砰”，

热水瓶炸了，教室里一片沸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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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刚走上讲台的新教师心理紧张，是可以理解的。但

这位实习老师心理素质太差，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表

情、动作慌张失度，出了问题又不知道随机应变，巧妙化解，

所以闹出了笑话。

教师应该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使自己的教学语言不仅规

范，有条理，还要有味、有趣，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住学生。

闻一多先生曾在西南联大教过书，作家汪曾祺这样回忆：“闻

一多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能把本来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

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讲话很有节

奏，顿挫铿锵，有 ‘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遗憾的

是，不仅许多刚走上讲台的新教师的语言表达问题较多，就是

一些有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同样

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一节　教师口语表达中的 “常见病”

在探讨分析卓越教师的语言表达特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教师口语表达中的 “常见病”有哪些。

一、话语重复、唆，带有 “口头禅”

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老爱问 “是不是”“对不对”“好不好”

这样的一些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有些老师讲课话语重复累

赘，唆不简洁，甚至每句话都带有 “然后”“是吧” “嗯”

“哈”等 “口头禅”，令听者厌烦、反感。

二、发音不准，音量控制不当

老师的发音要求准确、清晰。但有些老师发音不准：如平

翘舌不分，“ｎ”“ｌ”音不分等，方言音很重，话语含混不清，
让人听起来十分费力；有些老师为了强调某个词语，发音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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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怪腔怪调，影响自己的教学效果。教师的声音大小要适

度，要让学生舒舒服服地听清楚，但有些教师不会根据教室大

小、学生多少调控自己的音量。要么声音太小，学生听不清

楚；要么声音太大，尖利刺耳，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三、语速失调，语调单一，节奏无变化

有些老师讲话，要么太慢，似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

的，有时拖音过长，如 “呢”“吗”等句尾语气词，让人昏昏

欲睡；有些老师讲话，语速又太快，一句接一句，像打机关

枪，学生还没抓住关键要领，就迅速滑到另外的内容。

有些老师说话，整节课语调平直无变化，总是一个调子说

话，一个语气，缺少抑扬顿挫的变化，久而久之，让学生觉得

枯燥乏味。

教学是要讲求节奏张弛的变化的，教师老是一个语速、一

个语调说话，缺少节奏的变化，这样单一的刺激，是会影响学

生学习效果和效率的。

四、话语不规范、不准确

教师要使用普通话教学，用语要规范、准确。但有些老师

在课堂上讲课，使用方言土语、地方俚俗词语，夹杂着民族语

言，有的甚至干脆用方言上课，使学生不好理解；随着网络的

普及，有些教师喜欢使用一些网络语言，乱赶时髦；有些老师

甚至读错一些字词，误导学生；有些老师遇到学生提出的问题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不懂装懂，随意解释搪塞；有些老师语

文功底不扎实，说话常出现语病等。

五、话语平淡无味，缺少激情

有些老师，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词汇，词汇不丰富，句

式无变化；有些老师只会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满口术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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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讲话缺少口语色彩，不够亲切自然；有些老师语言平淡寡

味，不讲究说话的技巧，话语既不形象生动，也不幽默风趣，

更缺少讲课的激情，说话没有感染力，课堂上死气沉沉，学生

昏昏欲睡。

六、语言不文明，话语霸权

有些教师，对学生总是摆出一副 “师道尊严”的架势，

缺少民主意识，更听不进意见、批评，总认为自己掌握着话语

霸权，动不动对学生就命令呵斥；有些老师面对学生的不足、

缺点或错误，不是耐心说服教育，而是口不择言，动不动就对

学生冷嘲热讽，恶意贬低，甚至谩骂攻击；有些老师话语低

俗，语言不文明，出口成 “脏”。教师语言不文明，容易伤害

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轻则师生

间关系冷淡，重则师生间紧张对立，贻害无穷。

七、逻辑混乱，思路不清

叔本华说过：谁想得清楚，谁就说得清楚。有些教师讲

课，随意性强，思考不足，语言组织没有条理，话语不流畅，

讲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东拉西扯，随意插

话，语义混乱，重点不突出，偏离讲课的主题，甚至胡言乱

语，说话卡壳，等等，既损害自身形象，又误导学生。

八、态势语运用不当

教师在课堂上除了用语言与学生交流外，还要使用一些非

语言的手段，如用眼神、动作、手势等态势语进行教学，但有

些教师很少或不会用表情、动作、手势等配合教学：如有些老

师一上课，就表情呆板，神情严肃，缺少与学生眼神的交流，

一副木头人的样子；有些老师站上讲台，就一站到底，不会走

到学生中间，缺少与学生零距离的交流接触，一副拒人于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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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样子；有些老师一遇到公开课的场合，就神情慌张，举

止失态；等等。

九、交流不畅，互动不足

课堂是一个充满话语交际的场合，但有的老师上课总是满

堂灌，从始至终抬着书一个人讲，自说自话，唱独角戏，缺少

与学生的交流互动。

十、语言夸饰，矫揉造作

教师的教学语言应该有亲和力，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

但有的老师缺少个人的语言风格特点，一味模仿别人。如有的

幼儿教师故意说话奶声奶气，显得矫揉造作；有些老师一味追

求语言的文采，话语有过多修饰之词，不够口语化，不够亲切

自然。

十一、遇事惊慌，处置失当

教学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系统。在教学中，有些老师一遇到

突发事件，就张皇失措，思维短路，话语搁浅，或慌不择言，

处置失当。

十二、带着情绪上课

有些老师因为学校、家庭、个人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带着情绪上课，动不动就发火，怨天尤人，情绪失控。情绪失

控，就容易说丧气话、过头话，对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然，上述列举的仅仅是教师教学中的一些常见的典型问

题，我们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纠正这些不良的语言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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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卓越教师的语言表达特点

教师从事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教师的工作对象

是学生，教师的职业规定性决定了教师语言要体现出教师行业

的特点。大致说来，教师语言表达有如下特点。

一、既注重科学性，又注重艺术性

教师语言的科学性，指的是教师在具体教学时，要能体现

出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特征，使用相关的概念、术语时要准

确。例如，“陈皮”和 “橘子皮”虽然指称的都是同一事物，

但 “橘子皮”是生活用语， “陈皮”是中药名，中药学课堂

上，“陈皮”就是 “陈皮”，不能讲成 “橘子皮”；同样，作

为经济学术语的 “货币”不能用 “钱”来代替。

但是，教师用语的科学性并不排除用语的艺术性。教师语

言表达是否具有艺术性，会影响教师话语表达的效果和效率。

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强调的是语言表达

的文采对语言传播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教师的素养时

指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课堂上

的脑力劳动的效率①”。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接受信息时，

大脑皮层对语言信息的刺激会做出一系列反应，从而实现对语

言的理解。但是，在连续的刺激下，大脑皮层的相应区域就会

产生 “超限抑制”，对信号不再做出有效反应。平淡的、缺少

变化的、味同嚼蜡的语言就会使人的大脑皮层产生 “超限抑

制”，从而影响对语言信息的接收和处理。而富有艺术魅力的

教学语言，它以创新的语言形式，超常的组合搭配，化深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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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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