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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学语文课堂教师的语言表达规范要求 ①

张雅婷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教师语言则是用来传授知识，与学

生进行沟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方法。语文，相较于其他学科，更显人文本色，而丰富独具美感的语文教师课堂语言，则是关

键原因之一。它因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以其独特的魅力，则让语言表述直观地反应出了语文教师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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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曾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

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我们深信，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地利用时间的重要条件。”［１］小学生正值接受

知识的初级阶段，对于刚进入课堂的他们，紧张有序的氛围会让生性活泼没有定性的他们倍感压力，以

至于无心学习。小学语文教师应该针对小学生的特点，有目的的培养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用最恰当最

合适最规范的语言表达来吸引学生的注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

小学语文课堂教师的语言表达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声音，另一方面则是身体。只有通过

精妙准确的语言搭配优雅得体的体态才能够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准确无误地把自己的话语和知识传达给

学生。

１　声音表达要求
接受信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通过眼睛看，鼻子嗅，嘴巴说，以及耳朵听。自从有了语言，

听和说就成为人们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的最常用途径。声音有着属于其自身独具的一些特性，通过对

声音这些特性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声音应该具备最基本的３点素质要求：响
亮清晰，生动活泼，富有节奏。

１．１　响亮清晰
响亮清晰是指音响度和发音。小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够，上课易分神。教师讲课时声音需要洪亮，有

底气，中气足，要让在场的每位学生能够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听见。现在一些师范学校认为声音是天生的

没必要练习，忽视了发音练习，声音是可以经过后天训练而改变的，尤其是声音的响度，需要练气用气。

发音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气流，是绝不可能有响亮而浑厚的声音，即便有，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而且还会

对嗓子造成伤害。现在一些教师选择用“小蜜蜂”来减少用嗓，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但隔着冷

冰冰的器材把富有感情的声音传送出去无形之中添加了与学生的距离。

发音清晰则是指教师发音应该纯正饱满，字正腔圆，不吃字不吞音，音节的字头字腹字尾都要清晰

不含糊。小学生们年纪小，正处在学习语言、练习发音的阶段，老师发音的不标准会给爱好模仿的小学

生带来负面影响。发音除了要清晰明白外，还应流畅，上课教学应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给学生一种

水到渠成的酣畅之感。切忌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或不必要的重复，尤其是“啊，呃”之类的停顿。这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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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老师能力不够的感觉，让老师的个人魅力大打折扣，导致学生没兴趣听课。

１．２　生动活泼
语文教师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表述，也就是教学。这种语

言是每位老师都要运用的。还有一种是语文教师所特有的，就是用语言演示课本中的文章。我们先来

讨论第一点。小学生心智未完全开发，不够成熟，他们还带着儿童质朴的眼光看待着这个世界。他们能

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口头语言，所以会对自己掌握且能够直面接触的语言有着极大的敏感性，这个

时候教师语言的风格就比较重要了。对于小学生，生动活泼的风格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声音要自然，轻

柔缓和，多一点和学生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使用反问句且带有“呢、吗、吧”等语气词。

“声音传送的不光是明显的信息，它还表达了说话人潜在的个性特征和情绪。”［２］课文的文字只能

给学生看得见的信息，至于其中的思想感情就要靠学生的自我想象，对于想象力不够的学生，教师用声

音惟妙惟肖地演绎应该是最为有效且带趣味性的教学。这样不仅能够带领学生走进课文，还能使他们

身临其境地感受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容。所以在朗诵课文时，教师就要针对不同的课文、不同的人物、不

同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语气和语调进行完善的诠释。小学语文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学知识，还要像

儿童一样保持一颗童真、热情的心，而不是所谓的“表演”。

１．３　富有节奏
上课不比平常的说话交谈，富有节奏美感的教学会使学生感觉到轻松愉快，富有节奏感首先要做到

的是控制说话的语速。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保持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时应该为大部分学生调整自己

的一些习惯。对于小学生来说，语速不宜过快，太快的节奏学生不容易赶上教师的思维，越听越累，到最

后便放弃。而太慢的节奏则会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空出多余的时间，导致开小差等一系列问题。所

以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如课程的难易、重点的有无等来把握好自己的节奏，照顾到

大部分学生。

控制语速的方法之一是停顿。小学课堂中常见的有３种停顿：一是提示性停顿。这是教师在向学
生提出问题后，给出时间以供学生进行思考。二是复习性停顿。复习性停顿是指教师给学生传授了大

量或者是难以理解的知识后，特地空出时间给学生进行仔细回味，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吸收。三是组织课

堂性停顿。当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有些喧闹时，教师就会以适当停留一段时间的方式告诉学生应

该注意课堂纪律，已达到不怒自威的效果。这样的停顿时间会比较久一点，通常是几秒钟到一分多钟。

语言有节奏的教学课堂除了有适中的语速外，还要有重音，也就是有重点，有突出。就像过山车一

样，有起有伏。对于课文的分析，重音也是方法之一，教学语言中，有意识地运用重音不仅能达到很好的

教学效果，还富有较强的艺术性。

２　身体表达要求
优秀的声音可以让我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是在课堂上首先进入学生视线的并不是声音而

是教师的身姿。听课中，伴随着声音一并传给学生的还有教师的身势语，具体包括面部表情、手势、体

式。这些身势语不仅能帮助教师增强语文教学的表达效果，而且还可以传递给学生教师的正能量，对其

进行“无声胜有声”的沟通交流。

２．１　面部表情语：和蔼可亲
教师作为一门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业，毫无疑问要严肃认真。但严肃认真并不代表刻薄。刻薄

只会把学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给学生造成一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也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层

面。真正的好老师在上课时，既要严肃认真，也要活泼。小学生在这个年龄还没有绝对的安全感，他们

有着很强的依赖心理，对于他们来说，教师不只是教师，还充当着家长的角色，所以教师和蔼可亲的面部

表情会使离开家庭、爸爸妈妈庇护的小学生有一种安全感和信赖感。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获取学生的感受。教师的眼神不应该是斜视，或是飘忽

不定的，这样子会让学生感到教师心情不好、很凶、对自己不满意或是不够光明磊落的感觉。正确的眼

神应该是根据当下的课堂、学生的情况而定，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教师应面带微笑，微微点头具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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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性，回答不对也绝对不能有不屑、不耐烦的眼神。小学生的心里十分敏感，容易捕捉一些细节，很可

能幼小的自尊心就被教师不经意的一个微表情给伤害到了。所以教师的表情要得体，在和蔼可亲之余

千万不要忘记放松、自然，这样才能以一个最佳的表情去面对学生。

２．２　手势语：丰富明了
授课主要是通过语言，但也会用适当的手势进行辅助。语文，是一门独负生命力的课程，其中蕴含

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及动人心弦的故事，这就需要教师“手舞足蹈”地投入到教学中。这个“手舞”我们就

可以大致地看作是教师的手势语言。

在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对那些淘气的孩子，老师也有忍耐不住的时候。当

她举起手想打他时，却咬起了自己的手指头。”［３］女教师这一举手和咬手指的手势语，说出了一位善良

而有自制力的可爱教师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在这个咬手指的过程当中，她内心的思想其实是有很多的，

在她要做出不对的行为之时，当下这个举动帮她制止了粗暴的行为并平稳住了焦躁的情绪。可见这个

动作的意思是相当丰富的。

教师应该要有自己的手势语，但切记手势不要过多、复杂。教师的每一投手、一投足都应该去配合

自己当时的语言以及属性，简单明了，让学生一目了然，加强其对教学语言的理解能力。生硬僵直的手

势会让人产生逢场作戏的感觉，而且手势要有限、有理，不宜太大幅度，不然会有眼花缭乱、张牙舞爪的

效果。课堂毕竟是一个严肃的学习知识的地方，不能表现的太儿戏。最后要注意的是，一些容易产生误

会的不礼貌的手势有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人格上的伤害，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如指着学生的鼻子等。

２．３　体势语：仪态得体
中国有句俗话：“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这句话说的是对人体形态的要求。不同的身体

姿态就会反映出不同的讯息，学生可以运用儿童与生俱来的感觉从你的身体姿态中感受你。所以教师

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姿态，要保持身为人师的优美姿态。

进教室前，要深呼吸，调整好状态，挺胸抬头，面带微笑，自信而从容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教室。这

样的体态就是潜意识地告诉大家，“我很高兴为大家上课，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学生也会受到教师的感

染，变得跃跃欲试，为这堂课做下一个良好的开端。

教学时，教师的体态语言有站姿和坐姿两种形态。站姿，要直，挺胸收腹抬头，给人一种积极向上、

精神焕发的感觉，不能缩肩含胸。另外在讲述黑板上的内容时，要侧着身子，好让学生即看得清黑板上

的内容又能够很好地用面部表情和学生交流。现在很多都用上了多媒体，在讲授知识的时候，教师总是

站在多媒体前不动，这样不利于亲近学生，和学生进行交流，适当的时候要多方位的走动，给每一位学生

“我在为你上课，我说的知识有没有听懂”的交流，这会给小学生重视信任的感觉。那种将身体完全放

松地趴俯在讲台上讲课，会给人敷衍随便的感觉，是极不好的。虽然，坐姿在课堂上出现的比较少，但是

也要注意。尤其是女教师，一定要优雅，要端正，背要挺直，双膝要并拢或脚踝交叉，最好不要翘着个二

郎腿，这样会显得不文雅，给小学生带来负面的影响［４］。

总之，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尚未成型，虽然思维能力不强，但对形象话语比较敏感，因此，老师对学

生所说的话以及对学生的评价等都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小学语文教师作为主课教师更应时刻谨记自

己的身份，通过对教学语言特点的理解很好地运用声音语言和身势语言来更好地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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