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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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语言

教师的使命，是启迪人类智慧，传播人类文明；教师的职

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继往开来。没有教师，人

类就难以生存进步；没有教师职业，社会就难以发展繁荣。因

此，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被誉为太阳底下

最光辉、最高尚的职业。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是知识信息的载体之

一，它对教师职业尤为重要。语言，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是接通师生心灵的桥梁，是教师完成历史使命、履行神圣职责

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手段。因此，教师的语言修养直接决定着

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到教育事业的成败。

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达形式。语言能力包括说

的能力———口才和写的能力———文才，二者不可偏废。然而，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语文教育只重视书面语而忽视口语，所谓



课堂教学艺术
◇

２　　　　

第

一

章

教
师
语
言

“一篇文章定终身，三篇文章定天下”，口语从未列入教学内容

和考试范围，因而致使许多受教育者语言能力发展失调，口语

表达能力明显偏低。这种教育，小而言之，限制了个人才能的

充分发挥；大而言之，限制了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仅就教师

职业言之，则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

没有口才的教师，其教育教学效果一定是非常糟糕的。

例如，何其芳曾经这样回忆他的两位哲学老师：“我们那

位教康德和黑格尔的教授，在国外曾获得博士学位。他每次

讲课，必定从头到尾把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静心再读一遍。

然而他却无法把他的课教得让人可以听懂。在课堂上他总是

翻着康德和黑格尔的书，东念一段，西念一段，然后半闭着眼

睛，像和尚念经似的咕噜起来，要抵抗这种催眠术是很困难

的。我们的另一位教中国哲学的教授，他的讲义倒是事先写

好的。上课的时候，总是拿着稿子一句话念两遍，要大家静静

坐着默写。上这样的课实在太闷了，所以我就有计划地缺课，

准备缺到不至于被取消学籍为止。”

我们知道这两位教授都很有学问，也不乏“师德”，讲课很

认真，但效果却很差。可见，教学的成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教

师学问的多少，口语表达能力实在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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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优秀教师，他们的教学之所以能够给学生留下终生

难忘的美好印象，除了丰富的知识外，纯熟、优美的口语是一

个重要原因。例如，上海特级教师于漪的许多学生都说：“听

于老师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魏书生老师的学生也说：

“魏老师每堂课都给我们打开一扇新的通向世界、通向未来的

窗口。”这些评价，均可以说明教师语言的作用和魅力。

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教师的素养时这样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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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化

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化平淡为神奇，从而激发起学生

学习的兴趣，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优秀的教师语言

还可以使教师对学生的德育工作显示出极大的艺术性，从而

产生强大的征服力量，而不是枯燥的说教和耳提面命。

广义的教师语言包括四种类型：

１．以语音为信号的口语；

２．以文字为信号的书面语；

３．态势语（包括眼神、手势、身姿等）；

４．其他辅助语（主要指教具，包括实物、图片、音像资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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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语言表达的几种类型是相辅相成，经常是交叉或综

合运用。然而，唯有口语才是教师语言的主体。作为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最便捷有效的是口语，因此我们

这里讲的教师语言主要是指教师的职业口语。教师是“吃开

口饭的”，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精通书面语，更要熟练

掌握和运用口语。深入研究、探讨和把握口语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规律，应该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

质量的一条正确而又重要的途径。

第一节　教师语言概述

一、教师语言的特征

同其他行业或职业所运用的语言特点相比，教师语言有

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规范性

在学生看来，教师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是可以模仿的。因此教师语言必须具有规范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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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产生语言的正面示范效应。教师语言的规范性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教师必须熟练运用国家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的普

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国家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学校是推

广普通话的前沿阵地，每一位教师都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模

范。普通话必须成为教师的职业语言。如果一位教师只会用

方言土语教学，那么即使他妙语连珠，也算不规范化语言。用

方音讲话不规范，用普通话语言讲话，语汇、语法方面出了问

题也是不规范的。例如，一位老师指着黑板的某一地方说：

“同学们，请看这个地掌儿（地方），要看清亮（清楚），不能囫囵

马约（马马虎虎）。”他的读音合乎普通话语音要求，但使用了

普通话里没有的语汇，因而就不是规范的教学语言。要用普

通话教学，就要熟练掌握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

知识和技能，要能讲流畅、准确的普通话。

规范性的另一方面的含义是教师的语言在遣词、造句方

面不要出现错误，尽量避免用词不当、语句不通、半截话、复义

语、颠三倒四等语病。例如，一位教师批评女同学用了“妇女

同学们”一语，一下子激化了师生的矛盾，引起强烈对抗。

学生的模仿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不仅跟教师学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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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也跟老师学习语言。教师语言规范，潜移默化之

下，学生也便能讲规范化语言；反之，教师语言不规范，则会产

生消极的示范效应，使学生学了不规范的语言尚不自知。

另外，只有规范的语言表达才能把所要讲得内容讲得清

楚、明白，只有规范语言才能谈到语言美，才有可能使语言的

魅力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二）科学性

教师所讲授的各门学科，都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必须

用科学、规范的语言来表达。教师所讲的概念、原理、规则、结

论等，都必须符合各门学科的科学性要求，做到准确、无误、完

整、周密。不能向学生传播无用信息，更不能传播错误信息。

不同学科的教学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知识领域和知识

体系。例如，符号“０”，数学教师把它讲成一个数值，语文教师

把它讲成一个拼音字母，化学教师把它讲成氧原子，音乐教师

把它讲成休止符。各自有别，含糊不得。讲授不同的学科，就

要使用不同学科所规定的不同术语、概念。例如，不能用“橘

子皮”代替中药学里的“陈皮”，不能用“钱”代替经济学里的

“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从“商品”到“货币”，到“资

本”，再到“剩余价值”，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用一系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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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教师只有准确

使用科学的专业术语，才能使学生学到应有的科学知识。

有这样一位小学教师讲到“天花板”一词的时候，本来只

要指着天花板，然后用科学的语言阐释一下即可，这位老师故

弄玄虚，滥用启发式教学：

师：你头上是什么？

生：头发。

师：头发上面呢？

生：是帽子。

师：（有些急躁）帽子上面是什么？

生：（恐惧，用手摸帽顶）是老鼠咬的窟窿。

（众生哄堂大笑）

这位教师之所以弄巧成拙，闹出笑话，也是因为语言和方

法都不科学。

（三）针对性

教师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针对性。教师必须针对不

同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环境运用不同的语言。这便

是常说的“因材施教”。只有“因材施教”，才能使教师的语言

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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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位教师对三个不愿意登台讲话的同学采用了

不同的动员和激励方式。对一个胆小、借口“没准备”不愿上

台的女同学，教师说：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登台，是一种自信；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敢于面对听众，是一种伟大；在没有准

备的情况下说得不理想，可以理解；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

得很精彩，难能可贵。你愿意试一试吗？对一个腼腆、扭捏、

自认为“不善辞令”的男同学，教师说：内秀的人不靠辞令取

胜，靠的是他的真诚。我相信你有比一般辞令更能打动大家

的实际想法。对第三个性格倔强、冷冰冰抛出“我说不好”的

男生，教师说：具有谦虚美德的人，往往对自己要求过高，但决

不会让大家失望。请你说几句并不至善至美但又辞恳意切的

心里话。

结果这三个学生都登台进行了演讲，有的还讲得很不错。

这位教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因人而异，突出了针对性。

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学生，如自尊心

强的和自尊心差的，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性格外向的和性格

内向的，骄傲的和谦虚的等等，都要注意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

的语言表达方式，以求收到理想的效果。

教师的语言表达不仅要因人而异，还要因教材内容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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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境场合而异，因时间变化而异……总之，要注意教师语言

的针对性。

（四）鼓励性

鼓励性也是教师语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教师语言

的主导对象是学生。学生处于成长时期，由于未成年，更盼望

别人把他们看成大人。一般说来，他们自尊心很强，也特别敏

感。面对这样的谈话对象，教师必须爱护他们，注意保护他们

的自尊心，时时鼓励他们积极上进。

教师的语言表达最忌讳“冷”、“硬”、“辣”。传授知识时，

要忌讳“笨”、“傻”之类的埋怨；启发诱导时，要忌讳“呆”、“木”

之类的挖苦；指责骄傲时，要忌讳“真行”、“真了不起”之类的

冷嘲；批评错误时，要忌讳“没治了”、“看透了”之类的断言。

教师对学生必须以正面鼓励为主，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学生，

即使是批评也要充满激励性。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两位教师分别对一位参赛准备不

积极的学生的谈话：

甲：这次智力竞赛的准备时间很紧，你没有感到太劳累

吗？不过，你气色还好，有几个同学都瘦了。你们都是立志要

夺标的。你认为时间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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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你怎么回事！别人都玩命地准备参赛，人也累瘦了，

都觉得时间不够。你却“面不改色心不跳”。你不想参赛

了吗？

我们能感觉到乙的语言又“硬”又“冷”，刺激性很大，容易

产生逆反心理，破坏谈话时的和谐气氛。甲的语言采用了询

问、商量的语气，显得和蔼亲切，使学生感到对自己的尊重，并

明确提出“你们都是立志夺标的”，这与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

相吻合，从而激发了这位同学维护集体荣誉的责任感。显然，

甲的语言是符合教师语言的激励性原则的。

教师应当把自尊、自爱、自我调节的权力留给学生，自己

只起点拨、引导和激励的作用。教师要多几分耐心，多几分爱

心。教师的语言应该像“雪中炭”、“三春雨”、“六月风”。

（五）教育性

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培养德、智、

体、美、劳几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四有新人和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教师的全部活动都贯穿着明确的教育目的，作为教师借

以完成现实职责的主要手段的教师语言，当然也始终贯穿着

教育性。教师在开口与学生讲话时，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是

教师，担负着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的重任，要时时做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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