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课堂教学中更需要教师用艺术的、灵动的和智

慧的语言，去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学生对学

科知识的理解，引起学生对所学学科的兴趣，以达到最高的教

学效果，这是一个优秀教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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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语言，似热情在燃烧，如激情在澎湃，更是真情在

流淌。如果说所有职业的语言都蕴含着自己的情感因素，那么

没有哪一种职业的语言能像教师的语言那样更动人心弦、令

人神往、催人奋进、教人求真。 教师的语言是人类最美好语言

的化身，是古今中外一切职业语言美的集大成者。 究其原因，
则是教师的语言能传达出一切最美好的情感。

教师语言的情感美在塑造学生美好心灵的方面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教师语言是否包含一种对事业、对学生高度负责

的情感，学生是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同时它又是衡量一个教师

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教师的“以知育人”“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的教学活动中，可以说“以情感人”应始终贯穿于

前二者之中。具体说来，语言的情感美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

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显著效果。
一、审美感染功能

积极、 健康和充满活力的情感在审美过程中起着诱发和

强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教师而言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当

学生面对困难时，教师鼓舞的话语如号角吹响，能使学生倍增

战胜困难的勇气；当学生取得成绩时，教师一席诚挚的忠告如

警钟敲响， 能使学生明白戒骄戒躁的道理； 当学生遇到挫折

时，教师一番理解的劝慰如春风拂面，能使学生度过不利境遇

的难关。 在教师这种语言氛围中，学生思维的火花频频闪烁，
哲理的顿悟时时产生，智慧的花朵常常绽开，情感的火苗熊熊

燃起。
记得上一届的一位学生，六年级时从外校转入我校，因为

不适应新的环境等原因，一度产生消极、悲观的厌学情绪，甚

至有两天旷课去外面游逛。事后，该学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

袱。 我没有一味去指责训斥，而是耐心地开导鼓励：谁都会有

“迷失”的时候，只要能够醒悟，并很快从“迷失”中吸取经验教

训，这样的“迷失”很可能变为前进的动力。 经过坦诚的交谈，
他诉说了心中的失落，我帮他重新找回了自信。后来他以自己

的实力考上了初中。
二、教育诱导功能

情，不但能感人，更能育人。教师语言所表现出的高尚、圣

洁的情感，本身就是一股强烈而不可抵御的教育力量。 反之，

消极、低沉、甚至颓废的情感也可能使人堕落。 这种通过教师

语言所表现出的教育诱导功能， 体现在教师向学生弘扬高尚

的道德情操、批判腐朽的思想时的义正辞严；体现在教师向学

生传授文化知识、解答学习疑难时的循循善诱；更能体现在向

学生宣讲正确的世界观和树立远大理想时的激情澎湃。
记得有一次曾给一名学生面批作业，该生的字很潦草，我

也多次在其作业本上写过“书写欠认真”等字样，但收效甚微。
那天我见他的字写得较工整，就给他评了个“优”，并说“鼓励

一下”。他高兴地拿着作业本走了，一会儿就重新上来，把作业

中的错误改正过来。 更令我吃惊的是，这次改正的作业格外工

整。 我不由赞叹道：“这几个字写得真漂亮！ ”他神采飞扬地说：
“您鼓励了我啊！ ”从此这个学生的作业写得很认真。 一个简简

单单的“优”字，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竟有如此神奇的作用。这次

的经验告诉我，以后我就采用这种方法对学生进行鼓励。 有时

还利用日记与学生进行交流，我发现“笔谈”的作用很了不起，
往往胜过你当面的“苦口婆心”。教师语言的情感美表现出的诱

人功能对学生起到强烈的不可抵御的作用。它对于正在成长的

学生来说，有助于规范孩子的行为，能够密切师生关系。
三、爱好的形成功能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学生明

显喜欢某教师上课，又明显讨厌某教师上课。 久而久之，喜欢

这一教师的学生，该学科的成绩普遍提高，反之则不然。 学生

形成偏科， 其中少数学生在偏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较强的

个人爱好。究其原因，学生爱好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该

科教师讲课时的感情饱满，知识丰富，再加上抑扬顿挫，妙趣

横生的教学语言。 语言的情感美表现在语言的说服力、 穿透

力。听这样的课，学生常比之为“艺术的享受”。相反，如果一个

教师虽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知识， 但是讲课语

言没有激情，没有起伏，更谈不上生动、形象、幽默，平淡如水，
用词干瘪，语调呆板，这怎能使学生偏爱你的教学内容呢？

综上所述，要成为一名好的教师，首先要热爱我们的教育

事业，要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锻炼

自己的语言， 用全部的爱心真正使我们教师的语言如热情在

燃烧，如激情在澎湃，使我们的真情流淌出情感美。

开启童稚智慧的神奇咒语
———浅谈教师语言的情感美

马新民

（甘肃省庄浪县南湖学区高房小学，甘肃 庄浪 7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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