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教师口语概述 

第一节  教师口语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一、教师口语的性质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对整个教育活动的方向和进程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一名教师除了具有相应的道德素养、基

本技能以外，还必须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的双重专家。其中的“基

本技能”是作为一名合格教师最基础的能力，它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综合知识的能力、传授知识的能力、按照教育规律对教育对象

（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能力等。无论是在传授知识的教学过程中

还是在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语言表述能力都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可以说教师的语言表述能力既是教师职业能力的门面，又是教师职业



 

 

能力的核心，因为教师的教育目的和教学任务绝大部分是通过语言表

达达到和完成的。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成功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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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把语言修养的问题跟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一起，作为全体教师特

别关心的对象。” 

广义的教师语言包括四种类型：一是以语音为信号的口语；二是

以文字为信号的书面语；三是态势语（包括服饰、手势、表情等）；

四是其他辅助语（主要指教具，包括实物、图片、音像资料等）。教

师语言的这几种类型相辅相成，常常交叉或综合运用。然而，唯有以 

语音为信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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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将教师口语定义为“教师的职业口语”，

是教师这一特殊职业在完成特定教育、教学任务中的工作用语。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教师口语进行不同分类，如按照表述方式，

可分为叙述性口语、说明性口语、讨论性口语、抒情性口语等。这里按



 

 

照语言环境和语言运用的目的，把教师语言分为教学口语和教育口语。 

教学口语是指用于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学的口语，一般是在课

堂上用；教育口语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所使用的具

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工作用语，用于课堂或课外与学生的交流中。两

者都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功，是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不可或缺的工具。需

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只具有实用的意义，只是为了学习和检索的

方便。实际上，教学口语和教育口语之间是难以截然分清的，如在教

学过程中也常常穿插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 

二、掌握教师口语的重要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

育的直接实践者——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师的地

位也日益提高。同时，社会、学校和学生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将越来越难当。著名教育家加里宁也说

过：“教育是一种最困难的事业……教育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



 

 

术事业……”其之所以“困难”，就是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口语表达，既要

给学生传授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能力，还要培育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同时还要发展学生的个性。教师口语技能的高低最直接、最

直观地反映到教学艺术即教师的讲课艺术上。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教材《教师口语技能》上记载了这样两则史料： 

基里耶夫斯基回忆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他的讲话简直叫

人受不了，说一句就咳嗽一阵，声音被吞掉了一半，他那颤抖的哭泣

似的语调几乎不能把最后一句话说完。” 

梁启超回忆康有为的讲课：“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

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忘。又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

怡然理顺，心悦诚服。” 

黑格尔作为世界著名哲学家，其学识水平不可谓不高，所讲课的

内容也不可谓不丰富，之所以不能得到听者的认同，甚至让听者无法

容忍，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不高。而康有为正是以高超

的口语表达能力才让听者“怡然理顺，心悦诚服”。在学校教育中，常



 

 

常会有教师因为口头表达能力不好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在师范院校

学生的试讲活动中，也常常出现“准老师”们在讲台上手足无措、语无

伦次、层次不清、口头禅不断等现象，这些都是口语表述和态势语上

出现的问题。可见，教学的成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教师学问的多少，口

语表达能力起着关键作用，教师的口语修养直接决定着教学效果和教

育质量，从而影响到教育事业的成败。 

第二节  教师口语的基本特征和 

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口语这一特殊的职业语言，因其作用对象和目的的特殊性，

以及教育教学活动的规律性所决定，必然有其基本原则和要求。 

一、教师口语的基本特征 

从语言的内容和风格角度看，教师口语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教育性 

教师的职责既是教书（传授知识和技能）又是育人（对学生进行

人格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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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然始终贯穿着教育性。

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往往代表着“真理”“标

准”“模范”……所以，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时，必须要把握住自己的角色，

担负起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的重任。教师口语的教育性特征必然对教

师提出如下要求： 

1．文明用语 

要求教师语言的内容要文明、健康和进步，要时时刻刻体现出

“语言美”，要时时刻刻坚持正面教育，要坚决禁绝粗俗、低级和反

动。例如：有的教师为了显示其“幽默”，或用难登大雅之堂的土话

俚语，或讲些庸俗的笑料，或带些粗鄙的口头禅；有的教师出于对

现实社会的不满，在学生面前大发牢骚。这些行为都是很不负责任，

违背了教育性原则的，应当坚决反对与遏制。  



 

 

2．把德育放在首位 

要求教师把“德育”渗透在教师口语当中，即无论在教育口语、教

学口语，还是在交际语言中，都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互

联网上有这样一个实例： 

有位教师被聘到少年劳教所讲课，不料刚一进门就跌了一跤，少

年犯们立即大笑，起哄。这位教师不慌不忙登上讲台说：人生谁能不

跌跤，跌跤不要紧，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今天我就来讲一讲“人生与

社会”这一问题。 

这位教师把一个突发事件顺手拈来放置于教育过程中，迅速组织

了精彩的教师语言，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这是符合教育性原则的

优秀教师语言范例，值得学习和借鉴。所以教师职业口语的教育性不

应该是枯燥的说教和贴标签的做法，而应该随机渗透，启发诱导。 

（二）科学性 

教师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口语必须具有科学性。因为教师的 

职责一方面是“教书”，即传授给学生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必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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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概括准确、推理合乎逻辑、

解说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不能向学生传播无用信息，更不能传播

错误信息。教师职责的另一方面是“育人”。在“育人”工作中的语言同

样要求准确、无误、完整、周密、在理。教师口语如果不能做到科

学、准确，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还会损害教师在学生心目

中的形象。  

教师口语科学性的第一层含义是用词科学。例如：在讲课时，政

治经济学教师不能把“货币”称为“钱”，不能把“商品”称为“东西”；音乐

教师不能把“休止符”称为“圈圈”；生物教师不能把“肌肉”称为“瘦肉”，

不能把“触手”称为“须须”等。 

教师口语科学性的第二层含义是表述方法科学。有这样一则笑

话：一位小学教师讲“天花板”一词时，故弄玄虚地问学生：“你头上是

什么？”学生回答：“头发。”老师又问：“头发上面呢？”学生回答：“是

帽子。”老师急了，接着问：“帽子上面是什么？”学生害怕地用手摸摸



 

 

帽顶，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是老鼠咬的窟窿。”引来众生哄堂大

笑。这位老师正是因为犯了两个方面的错才弄巧成拙，闹出了笑话。

一是用词不科学，让学生曲解了“上面”的意思；二是方法不科学，本

来只需要指着天花板，用科学的语言阐释一下即可，却滥用启发式教

学，启发得既不科学又不到位。 

（三）规范性 

教师为人师表，其一言一行都是学生模仿、效法的榜样，对学生

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教师语言必须具有规范性，以期产生正面的示

范效应。规范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语音的规范 

1999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校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说好普通

话、用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家语言文字法》，则确定了普通话和规



 

 

范汉字在学校教育中的法律地位。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主要基地，教

师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力量，要抓好推普工作，首先要把使用普通话

进行教育和教学作为对教师工作的基本要求。基于此，国家明确规

定了教师的职业语言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如果一位教师只会用

方言土语教学，那显然是不行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员的流动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无论中小学

还是大学，都有来自于不同方言区的学生，如果教师不具备熟练使用

普通话进行教学的能力，不仅不能达到推广普通话的示范效果，还会

因部分学生听不懂所讲授的内容而影响教学效果。 

2．语法等方面的规范 

教师不仅语音要规范，而且语汇、语法方面也应规范。例如：一

位老师在介绍一个地方时说，“那点呢苞谷洋芋到处都长（那个地方

盛产玉米和马铃薯）。”这位老师的读音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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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起到示

范作用，甚至让有的学生难以明白其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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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流畅、

准确的普通话。 

3．遣词、造句方面的规范 

要尽量避免用词不当、语句不通、半截话、复义语、颠三倒四等

语病。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在教师规范语言潜移默化之下，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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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不规范的语言。 

（四）针对性 

教师口语的对象是学生，学生往往存在着年级（年龄）、个性、

心理、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这些差异来调整

自己的语音、语调以及表述的内容。同时也应根据教育内容、教育目

的和教育环境的不同运用不同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师的语

言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例如，在普通话的教学过程中，对于自认为

普通话已经很标准，自认为没有必要再学习普通话的同学，教师在与

其交流中应多谈这位同学的语音与标准普通话的差异，让其逐渐认识



 

 

到不足从而打消自己骄傲自满的心理；而对于普通话水平不高，对学

习普通话缺乏信心的同学，教师就应尽量找到其在语音方面的长处，

对其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及时地予以表扬与鼓励，使其建立起学习普通

话的信心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