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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化,课堂对话教学的有效性探究已提上日程,纵览时下语文课堂教学不难察觉对话理念的渗入,但教师理解偏差甚

至出现畸形的课堂对话。课堂对话的前提即为师生处于民主融洽的环境中,在此基础上将知识与情感进行传递与共享。作为与学生沟通主要工

具的教学语言其作用愈显突出,教学语言艺术的运用也倍受关注。本文探究中学语文教师角色产生转变后其教学语言作何改变。在课堂对话视

域下以时间为脉络,笔者对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语言水平做出相关建议。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前、课中与课后都应注重自身教学语言措辞

的严谨性,使语文课堂对话有效性更贴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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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指出：“学生是语文

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①
对话教学理念于新

课程标准中提及,对语文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与教学语言的转变都是不

小的挑战。虽然教育改革积极倡导课堂对话教学,但有部分教师对话方

式单一,忽略学生对话意义,师生课堂对话浮于表层,加之语文不同于其

他科目承载了双重性质即人文性和工具性,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有

其特殊要求,需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独特性就得让课堂对话教学这股新

鲜血液注入。 

1 课堂对话与教学语言概述 

作为教学形态一种的“课堂对话”与对话的明显差异在于：是否限定

了在教学活动的范围中。教师和学生是课堂对话中所呈现的主要对象,相

互主客体关系是师生间的主要存在方式。在相对平等开放的环境下,师生

以话语为基石共同探究积极交往,此过程不仅体现于外在形式,而且融入

于思想情感,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能力、情感价值观的完善提升,

追求一种创新生成的状态。当然,师生之间、生本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

与学生自我对话等也涵盖于课堂对话内。 

仅服务于课堂的教师口头语言则属于狭义的教语言,教学语言是教师

为落实相关教学目标而采用的较规范口语,一般在教学目标的指导下,教

师借助相应教材与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语言。由于语文学科的独特

性,本文所论的语文教学语言是取其狭义概念,未过多提及书面语言和体

态语言,主要指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用于传递教学信息,启发学生思维,

开拓学生视野,引导沟通学生的语言活动。 

2 课堂对话下语文教学语言的特征 

课堂对话作为新生事物的出现不可避免产生问题,一线语文教师对其

缺乏深入理解,在教学语言实践中内化不足,导致课堂对话效率相对较低,

甚至出现虚假对话。由此,将原有的与对话视域下的教学语言相对照,将课

堂对话视域下语文教师教学语言的特征进行提炼。 

2.1语言意识：简单传话转为平等对话。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传统

课堂趋于本位。语文教师占领话语优势权凌驾于学生之上,教师逐渐忽略

学生的主体地位担任课堂的主角,学生以教师为中心配合演出；教师为完

成教学目标按照自己预设轨道进行课堂提问讲解,忽视了学生接受程度习

惯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过度的尊师重教观念则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

跟随老师的节奏亦步亦趋。学生对不同于教师的个人看法,因恐惧教师的

批评而不敢把真实意见表述。韩愈有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此

话表明老师只是先于学生知道一些知识而并非学生一定不如老师,教师与

学生在对话课堂中的双主体模式显而易见。教师褪去了至高无上的圣贤形

象而转变为密切关注学生身心状态且与学生同步学习的共学者,师生营造

和谐平等的氛围共同构建知识体系,探寻对话交流的趣味。对话教学要

求中学语文教师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文化

素养。 

2.2语言过程：直白陈述转为沟通引导。传统课堂中,教师多采用陈

述性语言阐释自身见解,分析不够深入到位。教师一言堂不管学生水平

是否参差不齐,能否当堂消化,只按照自己的备课思路讲解,平淡无奇的

陈述性语言对学生而言如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某种程度上

容易引发学生的惰性,不善思考,奉行拿来主义。忽视了学生的自学潜能

恰恰完成的是平面目标而不是三维立体目标。教师在适时适度地调控课

堂教学氛围之时,要改变之前师生间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把自主权交给

学生,做到及时组织点拨,尽量减少定性语言,留给学生思索探究空间,

中学语文教师语言更应在正视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字斟句酌,加入个性化

元素。 

2.3语言形式：无感表演转为真情感染。“从一个开放心灵者看到另一

个开放心灵者之话语。”
②
这是马丁•布伯所推崇的真正对话,由此可见课堂

对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对话,更表现于师生情感精神的相互接纳甚至引起

共鸣,达到共同教学目标。中学语文教师良好的情感调控力不容忽视,在真

情实感的流露中让学生增进对真善美的体会,在教师、学生、文本的互相

对话中共同促进师生发展。 

3 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语言的实践启示 

毛泽东曾说语言的学习得下苦功才可提升,教学语言的艺术化并非一

蹴而就,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的锻炼中取得进步。针对中学生这一特

殊群体,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转变理念,组织积极互动的教学语言与

学生形成有效对话。 

3.1课前对话注重教学语言锤炼 

语文包容万象,迫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提高知识水准,熟练运用教学

语言技能,以期达到良好的专业要求。于漪老师提出“求准,求深,求有自

己独特的发现”的自我目标。准确是语文教师备课的基本要求。语文教师

在研读教材时要关注文本的遣词造句,意境趣味以及行文思路,一篇优美

的文章犹如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强行肢解为词语、段落、艺术特色会影响

其整体美感,从细微处入手再贯通全文方可达到准确地步；再深入钻研文

本,解读文本之外的潜在内涵,合理把握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难点,不要

依赖教参而无自己新的收获,于漪老师十分重视文本的研读,每次备课时

间超过3小时甚至更多,几乎是篇篇自己分析、查阅资料、逐渐寻其根由。 

此外,教学对象和课堂主体都是学生,这也表明中学语文教师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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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语言时要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分析具体学情后再选择恰当的教学语

言。例如在性别方面,女生的语言发展能力要明显早于男生,且情感更为细

腻；不同年龄的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力、思维力也有差别,语文教师的语言

不能暗含任何歧视讽刺意蕴,在备课时教师就要充分了解到该班学情照顾

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分析教学对象后尽力做到语言准确严谨且具艺术性才

可得到学生的尊重。 

3.2课中对话流露真情独具风格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感官是知识的最初体验。中学生正处于形

象思维阶段,抽象的知识被老师形象化地讲解后学生学习效率会大大提

高。语文教师通过语言的魅力调动学生兴趣,他们内心不再置身于事外,

从而跟随老师的脚步自主发觉。现代汉语的熟练掌握是每个语文教师必

备的技能,并在此基础上具备可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能力,学习一定的

语言表达技巧。中学生处于敏感的年龄段,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语文教

师抛去原来居高立下的单向模式,不再强调教师权威,而是以课堂活动

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尊重学生的自我意识,不可恶语相向扼杀学生探索

的兴趣,只有学生感受到自己被需要尊重,才会体悟到他们自主的成长

发展。  

语文强调对心灵感悟能力的培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语文更具有

感性因素,中学生的情感世界相对空白可塑性强,现代人追逐电子产品的

步伐越来越快,无形中当代学生的生活也与之前相差甚远,学生对真情的

感知略显麻木。语文教师传播的不仅是知识体系还有情感意念,倘若语文

教师的教学语言激情澎湃,句句扣动学生的心弦,并一步步将学生内心潜

藏的情愫推向高潮,师生情感实现了真切对接,看到教师的爱与期盼,长此

以往学生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也会被感染,知识的增长是实践问题,但学

校树人育德的理念也会被不断传承。 

3.3课后对话及时反思优化语言 

课后对话是课堂的拓展与延续,教师要做好交流反思工作。及时反思

摘录课堂教学语言中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何处,针对性修改,日后的教

学语言中应该如何避免；回顾学生当堂反映,联系实际教学语言,对恰到好

处的教学语言予以记录,分析有何妙处,师生间的促膝而谈也是不可省略

的环节,耐心体悟学生的感受。教学语言需要不断凝炼,以字、词、句、段

为单位,语言表达尽量简洁明了,删减冗杂繁琐之语,克制口头禅的肆意

使用,从语音、语调、情感、美感等方面精雕细琢教学语言,语言轻松活

泼之外还要体现一定深度和广度。教师精妙高超的教学语言也是在长期

反思实践中不断提升的,一以贯之教学语言艺术化运用的能力定会有所

进步。 

其次,尤其是当代的青少年已是零零后,思维广阔活跃,接受外界知识

敏感度更高,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见地,远大前景的展望与驱动也是教学

实践中可借助的支点,所以在课后可督促学生对课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加

工处理,将所学灵活运用于实践,还可结合当地特色,使语文具有地域特

色。语文教师也应与时俱进,不要一提起网络流行语就嗤之以鼻如临大敌。

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可以适当使用新生的网络流行语,如像正能量、点

赞、小目标等带有阳光色彩的词语。一方面,通过利用网络语言自由生动

的特点,联系生活实际达到言传身教的效果,学生对语言的感悟与创造力

也会在切实体会中增强。另一方面,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学生心理减

少与学生间的代沟,促进师生共同体形成。 

课堂对话理念的深入推进不过是时间和方法问题,中学教师对自身教

学语言也会慎重反思,学生积极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思想注入

新鲜血液连并实践的有效发挥,教学语言会逐步向艺术化靠拢,关于课堂

对话视域下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语言的探索也会逐步迈向成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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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丁 •布伯著 ,陈维纲译 .我与你[M].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1986:21-20. 

[参考文献] 

[1]于漪.语文教学现状的思考[J].语文教学通讯,2016(10):11-16. 

[2]李婧.于漪、宁鸿彬的教学实践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启示—以《七根

火柴》为例[J].语文教学通讯,2017(12):25-28. 

[3]滕英超.中学语文教坛风格流派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5-6. 

[4]茅海燕,罗立新.教师语言表达学[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

社,2006:316-317. 

[5]于漪.语文教育微思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