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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倾听点亮语文课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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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城厢区东海西厝小学，福建 莆田３５１１６２）

摘　要：为教学生学会倾听，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应发挥榜样作用，言传身教影响学生，为学生提供精彩的
教学内容，让学生带着明确的目的去倾听，还要在课堂上使用一定的技巧。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倾听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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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师都有过这样的尴尬体验：当你在讲台上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时，底下的学生似乎并不领情，

要么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要么哈欠连连，昏昏欲睡；要么窃窃私语，小动作不断。有时候，想让一个同学

发言，其他的学生却叽叽喳喳地抢着说话……此时此景，教师满腔的激情瞬时化为乌有，情绪降到低点，

失去了讲课的兴致，或者干脆大发雷霆，怒斥这些不争气的小家伙一番。确实，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整节

课都用心倾听，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在课堂上用心从别人的发言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将对自己的学

习有很大的启发，专心倾听，才能学到更全面的知识，并启迪自己的智慧。一句话，专心听讲的课堂，才

是高效的课堂。那么如何让学生们学会“听”呢？在平时的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１　榜样引领，让学生养成倾听习惯
叶澜教授说：“要学会倾听孩子们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话语，善于捕捉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思维火

花。”［１］要让学生养成倾听的习惯，教师在课堂内外要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一是耐心倾听。尽管有些学

生发言时总是结结巴巴，不够流畅，或表述的意思不够完整明确，甚至会有错误，教师也应耐心专注地倾

听，用鼓励的目光感染学生，不随便打断学生的发言［２］。二是平等对待。学生发言时，教师应面带微笑

注视着他，并适时作出相应的评价或补充，让学生觉得自己得到了老师平等的待遇，从而激发他们说的

欲望。三是互动交流。听和说是一个密不可分而又相互交替的过程，在师生双方的听、说交流中，会形

成互动的平台，更进一步促进听与说之间形成信赖、亲切、和谐的关系，使得听者乐听，说者乐说。小学

生好奇心强，什么事都喜欢模仿，看到老师怎么说，怎么做，他们都会以老师为榜样，兴致盎然地进行模

仿，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良好的倾听习惯也在悄悄养成。

２　目的明确，让学生增强倾听意识
小学生一般都有较强的表现欲，他们好动、活泼，而耐性不足。因而课堂上常常会出现一个学生发

言，其他同学却各干各的事，好像同学的发言与自己无关，这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听”中去发现，去思

考。让学生有目的地倾听，听的同时，给他们安排学习的任务：要求学生阅读课文时，设计合适的思考

题，让学生参与小组讨论，学生只有认真听题，才能参加讨论，就不会哑口无言，像个局外人。学完课文

后，尝试让学生复述课文，如果是中年级的学生，可以复述短篇幅的寓言类文章，平时经常做一些听写词

语、句子、文章片段的练习，在反复的练习中，学生一次比一次记得多、记得全了，而且这也是一种积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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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好方法。为了让学生学会倾听，平时可以经常对学生说：“我们一起来当小老师，听听他讲得对不

对？”“认真听，你同意他的说法吗？”等等。教师要利用各种教学资源，让学生学会边听边记，边听边想，

边听边说，不断增强自己的倾听意识。

３　课堂精彩，让学生享受倾听乐趣
要想让学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乐于倾听，首先要让学生觉得“这节课好听”。教师或声情并茂、

或深入浅出地进行课文内容、思想的诠释，将直接把学生引领进文本所创设的氛围中，也将直接带动学

生倾听的兴趣，决定课堂的有效性。如教学《检阅》一课时，我一开始就让学生观看国庆阅兵的视频，恢

宏的场面一下子吸引了学生，这时，抛出问题：“在这样隆重的检阅中，假如出现了一个拄着拐的孩子，

那会怎样？”学生的心悬了起来，对博莱克和他的同伴们的担忧抓住了学生的心。紧接着，我又设计了

以下问题：儿童队员们为什么让博莱克这样一个拄拐的孩子参加检阅？博莱克能走好吗？他是怎么做

到的呢？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引导学生们想象这样几个情境：“在风里、在雨里、在烈日下，博莱克

坚持训练，一次次，他跌倒了，一次次，他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学生们走进了博莱克的内心，感受到

了他坚强的意志，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最后，学到队员们走过检阅台，同学们和文中描写的观众一

样，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个小伙子真棒！”“这些小伙子真棒！”并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了博莱克和他的伙

伴们。整节课，学生听得入神、入情，收到了很好的授课效果。这节课让我体会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必须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用富有趣味的语言、充满激情的演绎牢牢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在课堂上

保持专心听讲的状态。

４　技巧得当，让学生提高倾听能力
为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倾听能力，有时老师要适当“装傻”，把学习的“漏洞”暴露给学生，让学生有机

会表现自己，再适时加以奖励，以激发学生专心听讲的兴趣。记得有一次教生字，我故意把一个字读错

了，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轻声说：“老师，刚才您读错了。”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热情地肯定了他

的话，并表扬他说：“你听得真仔细。”然后，我告诉学生：倾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倾听能让有益的

知识装满你智慧的储藏室。平时，我经常表扬学生，一句赞扬，一个鼓励，能收到明显的教育效果。有

时，我会给上课专心听的学生一点物质奖励，一颗小星星、一根铅笔、一张卡片，这些小物件不值什么钱，

在学生的眼里却是万分珍贵，激起了他们浓浓的学习兴趣，上课也听得更带劲了。孩子从教师的鼓励中

体会到了老师对他们的理解与欣赏，更体会到了认真“听”给他们的学习带来的莫大的收获。当然，如

果光从物质上给予奖励，久而久之，也有可能会失去激励作用，而且，小物质的奖励，对低年级学生效果

也许比较明显，高年级学生就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了，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随时关注孩子的

动态，采取各种办法及时提醒学生专心听讲。如声音提示法：突然提高声调，或在全班同学注意力比较

涣散的情况下，突然停下讲课；表情提示法：故做神秘的表情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动作提示法：看到学

生没专心听，可以拍拍手提醒学生。课堂中间还可穿插一些简短的小故事，做一些简单的互动游戏，如

猜谜、词语接龙、听儿歌、让学生当小老师等，这些小插曲既不会占用课堂很多时间，又能有效缓解学生

的疲劳，使课堂轻松愉悦，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总之，学生良好的倾听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教师要通过各种方法，耐心细致地进行引导，帮助

学生学会倾听，体验语文课堂带给他们的无穷乐趣，这种乐趣又将引领着学生更专注于“听”，从而点亮

课堂，大大提高语文课堂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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