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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语言同教学语言一样，是每一位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实现教育功能、完成教育任务不可缺少的基
本工具。教育语言直接反映教师的素养和形象，直接关系到师生之间关系的融洽和学生的健康进步，会对学生一生的人

格尊严、心理健康等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教育语言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主要有解困型、纠错型、激励型等。教师在教育

中应该熟练准确运用这些教育语言类型，提升语言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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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教育语言”是相对于教师的“教学语言”而言
的，指的是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活动及过

程中使用的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工作语言，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规范学习生活行为习惯，促

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教育语言同教学语言一样，是

每一位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实现教育功能、完成教

育任务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正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在你拟定教育性谈话的内容的时候，

你时刻也不能忘记，你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是语言，是通

过语言去打动学生的理智与心灵的。然而语言可以是强

有力的、锐利的、火热的，也可以是软弱无力的。”［１］教育

语言直接反映教师的素养和形象，直接关系到师生之间

关系的融洽和学生的健康进步，对学生品德形成、智力开

发以及人际关系处理等都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而且会对学生一生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等产生不可

磨灭的影响。教师在教育中应该熟练掌握并准确运用教

育语言技能，加强语言艺术修养，提高教育育人效果。本

文尝试将教师教育过程中最常用的教育语言分为解困

型、纠错型、激励型三种，并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三种教育

语言类型的功能及其实践运用作出阐释和分析。

１　解困型教育语言
解困型教育语言具有开导、劝诫、疏通和抚慰的功

能。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想不通的问

题，解不开的疙瘩”，而使得思想波动，行为不当，会遭遇

各种困难与挫折而使得心情沉重，情绪低落。这就需要

教师运用解困型教育语言解开学生心里的“疙瘩”，排除

其思想上的障碍，化解学生心理愁云，逐步消除消极

情绪。

１．１　调查研究，摸清学生的思想动态
了解学生的认识根源，掌握学生的真实想法，通过面

对面交谈疏通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做到师生间相互

理解与信任，在师生之间架设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最后

达成共识，学生就能心悦诚服地“接纳”老师的意见并且

自觉端正思想认识。

［案例１］　一位学习成绩及各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女
同学找自己的班主任要求老师允许她到学校集体宿舍住

宿。班主任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位学生家住市里，上学

方便，家庭住宿条件也很好，而且自己还有一个单独的小

房间，班主任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从家里搬到学校来住。

通过进一步谈话班主任了解到，原来她和父母发生了矛

盾，父母对她生活方面照顾得很周到，并规定了她每晚的

学习时间，不准她搞得大迟，晚上九点半准时关灯。为

此，她曾偷偷地打着手电筒看书，甚至将台灯拿到被窝里

看书。后来被父母发现了，干脆一到时间就关电闸。对

此，她很反感，认为父母对自己管得太死，太不自由，跟他

们说理又说不通，所以想搬到学校来和同学住在一起。

听了学生的诉说，班主任意识到父母在子女的教育方法

上肯定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不了解初中生已具有较强

的自尊自主意识，不希望别人依然把他们当成孩子看待。

这一年龄段的学生与父母常常发生矛盾，对父母的话很

反感，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代沟”。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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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方面做工作。班主任先耐心地劝说这位学生：“父母

这种做法当然有些欠妥，但他们都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疼

爱，你应当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说明延长

学习时间的理由，不能因此与父母闹僵。这样他们会伤

心啊！”接着，班主任又从生活里的点点细节问了父母对

她的态度，引导她用心去体会父母的感情，最后她悔悟地

留下眼泪，承认自己太任性，不能理解父母。几天之后，

班主任又去了这位学生家，找她父母谈及此事并进行劝

说和沟通。后来这个学生再也不提住校问题了。由于思

想沟通了，矛盾也就化解了，这个学生的学习劲头也更足

了，以后考上了重点高中［２］。

这位教师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以及对工作的认

真负责，在学生与家长两方面都做了较细致的思想工作，

使双方都达到了情感与认识的沟通，从而化解了矛盾，排

除了学生的思想障碍，促进了学生的进步和健康发展。

１．２　努力寻求与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
语言是师生间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教师去

做学生思想工作时，必须注意语言的表达技巧，恰如其分

地把自己的思想看法转化为易于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

语言。

［案例２］　有些学生一旦遇到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
就感觉处处是障碍时时有阴影，小小年纪便发出“活得太

累了”之类的叹息。班主任知道后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

思想疏导：“同学们，海里有山岭，有礁石，还有各种水生

植物，可是鱼还是游得自由自在，没有一条鱼撞到礁石

上。似乎这众多的水底障碍物不仅没有构成鱼类生活的

障碍，反而使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情趣。这正如中

国两个成语，叫做‘游刃有余’，叫做‘措置裕如’。鱼的生

活技巧实在太高了，适应能力太强了。它们能变不利条

件为有利条件，难道我们连鱼儿也不如吗？”学生听后，一

个个如释重负，彻底消除了精神压力，一心一意地投入了

学习，投入了生活［３］。

老师用学生们熟悉的事物作比喻、并发现其中可比

之处，就能使学生通情明理，解决一时还想不通的思想认

识上的问题。

１．３　注重情感交流，以情为先导，情理交融
在教育过程中，“情”是说理的基础，“理”是感情的升

华，为学生着想，耐心诚恳，以心换心，设身处地，以诚相

待，才能成为学生信得过的人。

［案例３］　一位小学低年级女生患胃病，休息治疗一
个月后本已明显好转。家长要带她去上学，她却又喊心

口痛，这样反复几次，家长发现她有时是真痛，有时是思

想病，但很难弄清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是假，只好带着

她向老师继续请假：一天，老师见到她时，轻轻地把她拉

到自己跟前半揽在怀中，并且关切地问她：“丽丽，你总是

哪里痛啊？”她指给老师看了看，接着老师抚摸着她的胃

部说：“现在痛不痛啊？”孩子看着老师微笑的面庞，腼腆

地说：“现在不痛！”老师说：“现在不痛了，说明你的病有

好转，老师真为你高兴。我想你一个月来一个人呆在家

里，多没意思啊！来学校多好，能和许多小伙伴一块学

习，一块玩耍。我看你不痛的时候还是上学吧。上课时

痛起来了就马上告诉我，我让你到我的办公室休息。如

果你疼得坚持不下去了，我就马上打电话让你妈接你回

去看病，你看怎么样？”老师慈祥的微笑、关切的语言、周

到的安排，使小女孩因此打消了顾虑。她高兴地答应说：

“好！”从此，小女孩再也没有借口胃病而缺过课［２］４６。

教师能抓住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处处为学生着

想，用关切的语言进行疏导教育使学生感到友善和温暖，

这样自然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２　纠错型教育语言
纠错型教育语言主要对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并指出

正确的做法和方向，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提高认识，明辨是

非，改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健康成长。运用纠错型教

育语言应注意：

２．１　客观公正，主张鲜明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事实，摸清情况，要分析

原因，没有偏见，不抱成见，避免偏听偏信，不搞无限上

纲，也不搞“秋后算账”。只有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批评才能切中要害，使学生心服口服，自觉改正缺点

错误。

２．２　因人而异，把握分寸
批评教育学生要注意依照学生年龄、心理、个性特点

采取不同的批评方式，正确引导。对于自尊心强、性格内

向的学生，教师应用温和委婉而含蓄的语言，逐步深入，

帮助他们分析错误，查找原因，转变认识，或以褒代贬，或

说彼道此，让学生从中去理解和领悟话中话、音外音。比

如教师批评学生代数学得不好，希望他以后努力学习，他

可以这样说：“××，你这个学期成绩进步了，而且，只要
你下学期努力你的代数成绩就会提高得很快。”教师在批

评学生缺点错误时，如果能发扬其闪光点，在表扬的前提

下批评，在批评的基础上表扬便能够保护学生的自尊心，

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的尊重和爱护。对于聪明机灵的

学生，教师的批评可采用间接地提醒或暗示的手法，使

之—点则通，点到为止。对于脾气暴躁，个性刚强自傲的

学生，教师要诚恳耐心地指出和分析学生的缺点和错误，

热情真挚提出希望和要求，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

知错而改错，切忌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对于积习难改或

犯了错误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可用是非明确、感情强烈

的批评，严重地指出问题所在，触动他们的思想，使之受

到震动。

２．３　讲究方式方法，注意语言艺术
教育学生应当既有批评又有肯定，既有冷静的分析

又有热情的勉励和期望，在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后，能个

别谈的就不采取公开批评，能暗示的就不挑明，做到硬话

软说，严话宽说，不一味地居高临下，不粗声训斥，不冷嘲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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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讽，不挖苦打击、甚至处罚学生，注意维护学生的尊严，

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激发其

自尊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案例４］　有一位学生，回答老师问题时爱起哄，别
的同学刚说完上半句，他就在下边接下半句，说一些不着

边际的话，弄得课堂上乱哄哄的，任课老师很讨厌他，经

常用一些比较难听的话训斥他。有一次，这位学生又在

下面乱接话茬，任课老师对他说：“你的脸皮也太厚了点

儿，你真是一只无头的苍蝇。”这位学生恼羞成怒，第二天

上学时竟从自己家中带了一只蝇拍，递给老师说：“我就

是苍蝇，给你蝇拍，让你随便拍，我等着你把我拍死。”任

课老师气得没办法，只好把他赶出教室［４］。

这样的批评学生往往是不乐意接受的。但如果任课

老师能够变换一下批评方式，尊重并且理解对方，也许就

不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了。例如，老师可以找他单

独谈一谈：“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每个年轻人都有表现欲，

都想让别人注意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课堂上随意

接别人的话茬，不仅会影响别人的思维，使别人不能把问

题回答清楚，而且你自己所做的‘补充’也不完整，你应该

先让别的同学把话说完，然后对他说的不完整的意思再

进行补充，这样做会使同学们心服口服；咱们是不是以后

不接话茬，自己回答问题，既可以显示你的勇气，也可以

显示你的本领，你说行吗？”改用这种诱导式的善意的诚

恳的批评话语，显得严肃而亲切，往往会使学生感到教而

不训，痛而不怒，在微笑中领悟教师话语中所寓含的真诚

批评和深刻哲理，不仅能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

能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

２．４　批评忌讲气话
当学生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教师难免生气。教

师最好先给自己“降降火”，让过激的情绪冷却一下，再对

学生进行批评。否则，感情失控，往往会大发雷霆，甚至

是夸大学生的错误，陈年老账一起翻，乱打棍子，乱扣帽

子，引起学生的极度反感，造成师生间不必要的对立。少

数教师批评学生时用语粗俗、不堪入耳，给学生的心理带

来较大的刺激，有的学生被老师骂了一顿以后，觉得人格

受到了污辱，便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认为反正老师

看不起我，于是就破罐破摔，人为地激化师生之间的矛

盾。例如以下的批评语言都是不可取的：（１）挖苦式：“看
你的样子，也不照照镜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笨得不

如一头猪！”“你白吃了十几年饭，连几岁小孩都能回答出

来的问题都说不清楚，真是个榆木脑袋。”（２）挑战式：“我
要怕你，就不当这个老师了。”“我要是管不了你，我就不

当这个老师！”“我要看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３）告状式：“我管不了你，叫你爸爸（或妈妈）来吧！”（４）
预言式：“我看你啥也学不好！”“我看你呀，准没出息。”

“你还想考上大学？”（５）驱逐式：“不愿听我的课，滚出
去！”“不想上课，就马上出去！”“你给我站到教室外面

去！”“不好好学习，就卷铺盖卷儿走人，别在我面前丢人

现眼。”“白痴！一点儿记性也没有，站到墙根去！”（６）结
论式：“无论如何，就是你的错。”“我教了几十年的书，没

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这种学生，迟早得进监狱！”“小

人精，就知道勾引男同学，你能抱个私生子来上学才算有

本事呢！”（７）记账式：“现在我不跟你生气，到最后看谁吃
亏？”（８）罢课式：“好，既然你不让我上课，我就不上了。”
“我走，这堂课大家听他讲吧。”［２］

这些气话极易刺伤学生的自尊心，阻碍学生正常的

心理和才能的发展，也会使教育的成效丧失殆尽，务必

杜绝。

３　激励型教育语言
激励型教育语言主要是指在学生思想品行教育过程

中教师运用赞美、表扬、激将、鼓励等言语方式以激发学

生奋发向上的充满激励性的语言。激励型教育语言能肯

定学生的优势，发掘出学生内在的潜力，指出学生努力的

方向，调动学生自身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催其奋发向上，

全面发展。激励语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鼓动性、赞扬性

和激发性。教师在运用激励型教育语言时应注意做到以

下几个方面。

３．１　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案例５］　有位后进生，学习不努力，经常翻墙逃学，

虽经班主任多次进行教育，但转变仍然很慢。一天他翻

墙进校被值班的校领导发现送到班里，同学们议论纷纷。

班主任了解了具体情况，原来这名学生到校迟了，当时校

门口正在统计各班迟到人数，他担心影响班级荣誉，又怕

耽误上课，就翻墙了。这时班主任就对全班同学说：“过

去王 ××翻墙，今天又翻墙，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错误。
过去他是向外翻，是逃避上课去玩；今天他是向里翻，是

为了学习，为了维护班上的荣誉，这中间有进步，这是个

很大的进步。试想，这样下去，我们大家谁能不相信他一

定会成为一个好学生呢？”老师的话使他激动得流下了热

泪，以后上进的步子越来越大。

该例的后进生上课迟到、翻墙逃学和翻墙入学的行

为的确是错误的，但这位教师绕开这一点，非常善于观察

学生的微小的变化，善于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竟然能从一个学生“向外翻”与“向里翻”的动作中，看到

一个质的变化，美与丑的区别，分析这位同学同样是翻墙

但这次是怕影响班级荣誉、耽误上课而翻墙积极的一面，

肯定了他的进步，不但不批评还来了一番激励，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一番激励的话语，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

待，势必使后进生上进的步子越来越大。教师这样不时

地使用某些特殊的表扬方式，往往能获得点石成金的神

奇效果。

运用激励性的语言，要认真分析学生的优点、缺点，

积极因素、消极因素，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且常常需

要从消极中看到积极，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眼前的状况

预示未来美好的前景，因而更多的从正面肯定入手，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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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方式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学生内在潜力，激发

学生情绪，增加学生信心、勇气，鼓动学生奋发向上，不断

进取。

３．２　运用富有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
要把学生从低沉的、悲观的、懊丧的情绪中鼓动起

来，除了给予学生理智上的解惑之外，更需要带给学生情

绪上的感染。因此激励的语言要避免用一些不切实的官

腔、高调，而要用身边真实的先进典型、感人事迹，以榜样

来鼓舞、教育、鞭策学生，用忠告的语言或赠言勉励学生，

激发其深入的思考，从而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因素。

［案例６］　某班一位叫东强的同学崇拜明星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书包上、文具盒上，甚至教科书封

面上贴满了港台明星的照片，跟别人说话，三句不离明星

轶事，什么刘德华、叶倩文、香港“大哥大、大姐大”，哪一

位明星的生辰、爱好，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并扬言自己某

一天会成为追星族的“明星”。一天，班主任找他谈话，对

他这种选择偶像的方式给予耐心的指导，他说：“目前，青

少年中的这种追星现象十分普遍，喜欢某个明星并没有

错。但你现在是个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追星，而是

学习。在学习上，我们学校的“明星”也很了不起，就拿我

们班上的小叶来说吧，她平时很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也

很喜欢她所崇拜的歌星，但她不是盲目崇拜。你看她每

天都在认真学习，是我们学校‘十优’学生之一，她对工作

以身作则，团结同学，关心班集体，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在学习阶段，我希望你向这样的“明星”看齐。接着，班主

任老师又找到小叶，让她在学习上帮助东强，两人结成了

互帮互学小组，东强以小叶为榜样，克服了以前的坏毛

病，思想认识提高很快，两年后，进入了三好学生的

行列［４］。

这位班主任利用本班的先进典型，选择与学生生活

背景、成长经历相近的典型进行榜样教育，让学生认同身

边的榜样，并在榜样的激励和带动下走出心理“误区”，同

时，努力效法榜样，最后使自己也成为他人的榜样。

３．３　措辞准确，不言过其实
激励要结合实际、自然得体，不能不切实际地盲目激

励，以免产生负面效应。建构激励语的基本方式总是由

现实推断未来，再由未来激发行动意识。因此，教师既要

合理顺情、恰如其分地肯定学生的现实表现，又不能言过

其实、毫无分寸地推断学生的未来。过高或过低，都不利

于激发学生的潜力。同时，语气语调要准确生动激励语

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在用词造句、结构安排、语气语调上

一定要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用词要准确鲜明、节奏明快

富有朝气，整体表达效果生动活泼，昂扬向上，充满活力。

３．４　巧用激将法
适当运用激将法，用反面的话刺激学生，使其自尊心

从自我压抑中解脱出来而自觉奋发向上。

［案例７］　王ｘ是个独生女，学习成绩优秀，就是有
些娇气。有一次班里组织爬山活动，许多同学都跃跃欲

试，她却犹豫不决，想与身体有病的同学一起坐缆车上

山。班主任李老师见状，走到她跟前，对开朗的王 ｘ说：
“王ｘ，老师本来想给你一个任务，看你望山畏惧就给别人
吧！”“老师，什么任务呀？”“这个任务只能让爬山爬得最

快、最能吃苦的同学完成，山都把你吓倒了，算了吧。”“老

师，我能行，我一定能克服困难最快爬到山顶完成任务。”

“好，那么你参加尖兵班，给同学们开路，是英雄是好汉，

爬上山顶比比看！”［２］

李老师运用导激的方法，反话刺激王 ｘ，激发了王 ｘ
不服输的战斗热情，引导到了李老师所希望的方向，使王

ｘ由惧怕爬山到勇敢爬山，李老师的激将法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自觉并持之以恒地修养教育语言及艺术是实现有效

教育学生的重要途径，也是使教师在育人王国由必然走

向自由的首要前提。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应该讲究教育语

言艺术，学会针对不同的教育目的、对象以及场合，选择

恰当的方式，熟练自如地使用上述各种类型的教育语言，

全面提高教育语言运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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