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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邓小平曾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

格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四有”新人，关键在于教师。

时代发展趋势促使我们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

略，在此方针指导下，新课程改革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

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课程旨在“提高人文素养，提高

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

打破旧有的思想观念，树立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从旧有的传

统经验型教师向学习型教师转变，即教师应从更新的角度、从

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自己的角色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教师不

仅要做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智力的开发者，更要做学生道德的

引导者、心灵的开拓者、思想的启迪者和精神的塑造者。

为了更好地帮助教师完成这一角色的转变，我们编写了

这套丛书。本套丛书涉及新时期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组
—１—



织、教学管理、教学策略、教育技术、信息化教育、班主任工作、

师生沟通技巧、教师教态等各方面的内容，力图全面展示新时

期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希望它能对教师

的教育教学有所帮助。

鉴于自身水平的局限，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因此，望各位

同仁、广大师生和热爱教育事业的朋友不吝赐教，共同为我国

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

编者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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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师教

态以及非言语行为艺术

第一节　教师教态变化的类型

我们所说的教态就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仪

表、姿容、举止、情态、风度、品格等等。

作为一名教师，仪表是十分重要的。当教师的不宜穿华

丽的奇装异服或佩带时髦的首饰，更不宜浓妆艳抹，但这并不

是说不加装扮、肮脏、邋遢的，仪表的美要求的是纯朴、和谐、

明朗大方。美不能容忍奢华摆阔气，不能容忍过度堆砌、紊乱

和啰嗦。有的教师不大注意自己的仪表，有时刚吃过饭忘了

揩嘴、漱口，甚至衣冠不整就匆匆地跨入教室；还有的教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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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经常擦汗、看表，使人产生不安之感；也有的教师习惯把

手插进衣兜里讲话……很难设想，这种仪表能给学生留下美

的印象。

再说教师的举止神情，学生不愿看到教师萎靡不振，说话

有气无力，甚至边上课边打哈欠。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上课

要大喊大叫，以为声音越响越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其实那种噪

音也会使学生产生厌恶心理。学生更不愿意教师带着余怒讲

课。这些教师有时不知什么惹了气，就把自己的“气”完全出

到学生头上，这种转移出气对象的做法，会使学生感到莫名其

妙，产生愤怒心理、厌倦之情。

大多数学生都喜欢乐观开朗，生气勃勃的教师。这样的

教师充满了活力，学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无拘

无束地跟他们交谈，倾吐心声，有些对父母都不愿意讲的话，

也会悄悄地向老师倾诉，希望得到老师的理解和帮助。

谈到教师风度品格的美，那就更重要了，据调查，学生最

崇敬的老师主要是热情、虚心公正、不偏心、不歧视、尊重和爱

护学生，至于学识是否渊博倒在其次。

我们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塑造学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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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心灵，让我们先从塑造自己的灵魂做起，从培养自身的教

态美做起！

一、身体的动作

教师在课堂上身体的动作，主要指教师在教室里身体位

置的移动和身体的局部动作。

（一）教师在课堂上的走动

在课堂上走动是教师传递信息的一种基本的方式，如果

一个教师一节课只是一个姿势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课堂

就会显得单调而沉闷。相反，教师适时地在学生面前走动，而

又没有分散学生注意力的动作，课堂就会变得有生气，还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引起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

教师在课堂上的走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教师在讲

课时并不总站在一个位置上，而是适当地在讲台周围走动；另

一种是在学生做练习、讨论、实验时，教师在学生中间走动。

从讲台上下来走到学生中间，这种空间距离的缩小，带给学生

的直接影响是与学生心理上的接近。因此，教师走到学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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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以密切师生关系，加强课堂上师生间的感情交流。同时，

在走动中教师可进行个别辅导，解答疑难，了解情况，检查和

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教师在课堂上走动时应注意以下

问题：

第一，教师在课堂上走动时要把握好度，不能分散学生的

注意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是控制走动的次数，不能一节课

不停地走；二要控制走动的速度，身体突然地运动或停止都能

引起学生的注意。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是缓慢地、轻轻地

走动，而不是快速地、脚步很重地走动；三是走动时姿势要自

然大方，不做分散学生注意的动作。

第二，走动或停留的位置要方便教学，当组织学生进行问

答练习时，以在讲台周围走动为宜。停留时要离开黑板一点，

以便变换在黑板上写字的位置。在学生中间边讲边走动时，

不要停留在教室的后端，因为这样对学生来说教师的声音是

从后面传来的，对学生听课有一定的心理影响。

第三，教师的走动时间以及时间的长短要符合学生的心

理。一般来说，学生在做练习做答试卷的时候，不喜欢教师在

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更不喜欢老师在自己的身后或身边停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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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为这时学生的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需要进行紧张的

思维活动。而教师的走动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旦在他们

的身边停下来，又往往会造成他们情绪紧张，破坏他们的正常

思维过程，影响他们脑力劳动的效率。如果你要观察整个考

场的情况，最好走到教室的后边，这样你能看到整个教室，而

学生却看不到你。

第四，教师在对个别学生进行辅导、解答疑难的时候，要

注意关心到每一个学生，对所有的学生给予同样的热情。教

师的爱是博大的，不仅要爱那些学习好听话的学生，而且更要

爱那些功课不好或调皮的学生。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个别辅

导、解答疑难时所表现的态度，正是这种教师爱的自然流露，

这种爱可以转化为学生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的内驱力。如果

教师不注意这个问题，只把精力放在少数人身上，那么大多数

学生就会认为“老师不喜欢我们，老师对我们不寄予希望”，就

会伤害多数人的积极性。

第五，教师在走动时要协调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让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时，如果发现某个小组有问题，需要对一个

小组学生讲话，教师应轻轻向他们走去，然后再回答问题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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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免影响其他学生。如果这一组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意

义，需要全班明白或注意，教师则应快速走到讲台前，拍手请

全班注意，面对全班进行解答。假如在学生讨论时你要观察

整个课堂的情况，最好站在教室的两端。

（二）教师身体局部的动作

教师除全身的动作以外，头部和手等的动作均能表达一

定的思想或辅助语言的表达。毛主席曾提出，以手势助说话。

在生物教学中，经常要表示物体的形状、大小及动物的动作行

为等，这些都可借助手势来说明，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头

部的动作对于表达思想或态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学

生回答问题或提出问题时，你使劲地点头则表示：“我知道了，

你快讲吧！”如果你将眉毛抬到不能再抬高的程度，则表示：

“我太惊奇了！”假使你慢慢地抬起眉毛并轻轻地点头，表示你

正在注意听，而且对他的回答进行思索，会使学生更愿意谈自

己的意见和见解。

二、面部的表情

情感是打开学生智力渠道阀门的一把金钥匙，这一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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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课堂上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是

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和良好智力环境的重要因素，在交流中

教师的表情对激发学生的情感有特殊的重要作用。许多教师

都懂得微笑的意义，他们即使在十分疲惫或身体不适的情况

下，在走进教室时也总是面带微笑，因为他们懂得学生会从老

师的微笑里感受到关心、爱护、理解和友谊。同时，教师的情

感也会激发起学生相应的情感，他们也就会爱老师，又会从爱

老师进而延伸到爱上老师的课，欣然接受老师的要求和教育。

在董杰锋等编著的《教师语言艺术》（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１６页）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有一次考完，我

去问老师我得了多少分。没想到老师却亲切地说：‘你不用

问’。话语中充满喜悦和信任，他那慈祥的眼神好像说：‘你物

理学得很好，理所当然得一百分！’……老师这种信赖的评语，

激发了我对物理这门课程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个例子充分说

明了教师的身态语（表情、眼神等）和口语的综合运用，对学生

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如果同是“你不用问”这句话，而教师的

表情却是满脸官司，那么学生的感受就会完全不同，这个学生

对老师的态度及对他所教课程喜欢的程度也就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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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神的交往

我们经常说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口，眼睛一直对人的行

为有很大的影响，它是人与人沟通中最清楚、最正确的讯号。

眼睛是人身上的焦点，并且人的瞳孔是不能自言控制的，在亮

度不变的情况下，瞳孔的放大和收缩则表示一个人的态度或

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感到兴奋时，他的瞳孔会扩张到比平时

大四倍并显得闪烁发光。相反，在生气或情绪低沉时，人的瞳

孔会收缩到很小。所以，在进行感情交流时，只要注视对方的

眼睛，彼此的沟通就会建立起来。

在与别人进行谈话时，有些人的谈话会使人感到很舒服，

有些人却会令人不自在，甚至有些人会让人觉得不值得信任。

这主要是与相互之间注视的时间长短有关，当相互的目光接

触时间超过全部谈话时间的三分之二时，可能意味着以下两

种情况：一是对方认为你很吸引人，对你的谈话很感兴趣，这

时对方的瞳孔会扩张；二是对方对你的谈话非常怀疑，而表现

出的非语言性挑战，这种情形下对方的瞳孔会收缩。因此，若

要与对方建立良好的默契，应有６０％～７０％的时间注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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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这会使得对方喜欢听你的谈话。于是，也就不难想象，紧

张、羞怯的人由于讲话时目光注视对方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不容易被人信任了。这一点对教师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了，如果你讲话时不面对全班学生，没有较长时间的眼神交

往，学生就不喜欢听你讲话，同时你也不能从学生的目光中去

发现他们对课程的反应。

我们在与别人谈话的过程中不但注视的时间长短很重

要，注视的位置也同样重要。你若一直注视着对方前额上的

三角区（两眼和额中间所形成的三角区域），就会造成一种严

肃的气氛，使对方感觉你在谈正事，这才会影响对方。你若注

视对方两眼与下颌稍下部位所组成的三角区，则是一种亲密

的注视。

当对图书、图表、幻灯、投影等进行解释说明时，能够控制

对方的眼神是非常重要的。这时，你的讲话内容不但要与图

表等有关，而且必须用笔、教鞭等进行指示，边指边念出所指

示部位的名称。如果你要把对方的目光转移到你的身上，你

把笔或教鞭等移到你和对方眼睛相互连接的直线上，能有效

地使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你的身上。这样对方不但在看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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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心听你讲话，而且信息的吸收量也最大。

四、适宜的停顿

停顿也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是引起注意的一种有效方

法之一。在讲述一个重要事实之前作一个短暂的停顿，能够

有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的句子中间突然插入停顿，也

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三秒钟的停顿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二

十秒钟的沉默对人是一种折磨，更长时间的沉默简直会使人

难以忍受。

一个新教师往往对停顿和沉默表示很恐慌，每当出现这

种情形时，他们就赶紧用附加的问题或陈述填补进去。而一

个有经验的教师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总是停顿一会儿让学生

思考，做好回答的准备。当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再次停顿，给

学生进一步思考的时间，促使其他问题回答得更全面。另外，

在对一个概念分析、综合之后，或对一个问题演绎、推理之后，

也要有一个适当的停顿，以使学生回味、咀嚼、消化、巩固所学

的知识。一节课中恰当地进行停顿会使人感到有节奏感，不

停顿地讲述４５分钟，不给学生留下思考的余地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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