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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口语

延边大学：孙惠欣

组织教学

复习导入

设疑提问

板书板画

课堂讲授

课堂总结

课堂教学技能

第一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含义和特点

第二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构成要素

第四节 教师教学的态势语

第一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含义和特点

教师职业口语的含义一

教师口语的基本特征二

教师职业口语特点三

一、教师职业口语的含义

教师职业口语（教师口语）是指教师在日
常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行业用语，是用标准的或
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表达符合教育教学要求的教
师工作用语。

它包括教师在从教过程中使用的教学口语、
教育口语，与教学、教育相关工作的口语。

二、教师口语的基本特征

（一）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的结合
口语与书面语在语言学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

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后者作用于人们的视觉，前者存
在的方式是语音，后者存在的方式是文字。教师语言
就是这两种语体特点的结合。

（二）单向表述语言与双向交流语言的结合
单向表述语言与双向交流语言是教师职业口语的两

种主要表现形式。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当能自如地转换
这两种语言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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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设语言与应变语言的结合

一般来说，教师的教学语言和教育语言
是预设性的。即课前精心准备的，认真备课，

反复熟悉教案等。但是，教师职业语言也有

随意的一面。随意的一面是指在按照准备好
的教案或讲稿上课时，教师往往会面临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根据课堂情境做随
机性的变化，临场发挥，或调或改或增或减。

三、教师口语的特点

（一）准确而简洁

（二）鲜明而生动

（三）表达过程中的调控

（四）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师：大家说说看，这个愚公有多

大年纪了？

（生纷纷回答,有人说90岁，

有人说不到90岁）

师：到底是90？还是不到90？

生：（齐声）不到。

师：不到？从哪里知道？

生：“年且九十”有个“且”字

例：钱梦龙《愚公移山》教学实录 师：“且”，对，有的同学看书仔细，有
的就有些粗心。那么那个智叟是个年轻
人嘛？

生：（齐声）不是，有个“叟”字呀！
师：啊！很好。愚公和智叟都是老头。那么，

那个遗男有几岁？
生：七八岁。
师：你又怎么知道的？
生：从“龀”（chèn）字知道的。
师：啊！“龀”。这个字很难写，谁来写一下？

（生板书）写得对。“龀”是什么意思？
生：换牙。

师：对，换牙。你看，是什么偏旁？（生答“齿”
旁）孩子七八岁时开始换牙。同学们不 但看得
仔细，而且都记住了。那么，这个年纪 小小的
孩子跟愚公去移山，他爸爸肯让他去吗？

（生一时答不上来，稍一思索，七嘴八舌地：
“他没有爸爸。”）

师：怎么知道的？

生：他是寡妇的儿子。“孀妇”就是寡妇。

师：对！遗男是什么意思？

生： （齐声）孤儿

第二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基本要求

教师口语的规范性

教师口语的教育性

教师口语的启发性

教师口语的应变性

教师口语的接受性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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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性

首先，教师必须运用国家宪法规定的“全国通

用的普通话”

其次，教师口语要受各种社会规范的制约。

从大范围讲，要受国家政策法令、道德标准、教育方针、

教学大纲的制约。从小范围讲讲，要受教学内容、教学

目的的制约。

（一）规范性

语
音

遣
词

造
句

不仅要准确传递信息，还要给学生以示
范，因而发音必须规范、流畅、富于变化。

例：

一位学生问位物理老师：

“晒粮食时，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

向阳的地方，并把粮食摊开?”

教师答道：

“因为向阳地方热，摊开粮食薄容

易晒透。”

“因为向阳地方热”改为

“向阳地方利于提高粮食温度”

把“容易晒透”改为

“增加粮食接触阳光的表面积”

这样就归结到升高温度和加大蒸发面积，

加速蒸发这一物理原理上了。

首先要求教师语言本身要健康、文明、进步，

禁绝粗俗、低级、反动。

其次要求教师无论在教育语言、教学语言，还

是在交际语言中都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即把“德育”渗透到全部语言实践当中去。

（二）教育性 （二）教育性

教书育人

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

道与德

的关系

教
育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说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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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女作家三毛曾叙述自己在初二时
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她的数学成绩不好，
后来发现这位数学女教师每次出小考的试
题，都是把课后的习题选几题考大家。当
三毛发现这个“秘密”时，就每天背这些
题，结果一连考了6个100分。女教师不久
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当场临时出题考她，
结果自然是不好的。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是
怎么“教育”她的呢？三毛是这样记述的：

例：台湾女作家三毛亲身经历
“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到：‘同学们，

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
老师想请她吃两个。’然后，她叫我上讲
台。老师拿来毛笔蘸进墨汁里，蘸得饱饱
的，饱得毛笔都胖了起来，然后，在我的
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黑圈。她边画边笑着
说：‘不要怕，一点也不痛不痒，只是凉
凉而已。’画完，老师又对我说：‘你转
过身去让全班同学看一看！’……”

事后，三毛是这样叙述的：“我情愿
这个老师打我一顿，但是她给我的却是我
一生从没有受过的屈辱。晚上，我躺在床
上拼命的掉泪。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第三
天才显现出来。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
走廊看到自己的教师时，立刻就晕倒了。
接着，我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障碍，而且
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早上一想到自
己是要去上学，便立刻晕倒失去知觉。”

启发性是指教师的语言对学生能起到调动自觉
性和积极性的作用。

首先，启发学生对学习目的意义的认识，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热情和求知欲；

其次，启发学生联想、想象、分析、对比、归
纳、演绎；

再次，启发学生的情感和审美情趣。

（三）启发性

例：数学课堂—圆的定义

“车轮是什
么形状?”

“为什么车轮要做成
圆形呢?难道不能做
成别的形状吗?比方
说：做成三角形，四
边形等。”

“那就做成这样的
形状吧!(教师在黑
板上画了一个椭圆)
行吗?”

为什么做成圆形就
不会一会儿高，一
会儿低呢?”

因为圆形的车轮上
所有的点到轴心的
距离是相等的。

在同一平面内,
到定点的距离
等于定长的点
的集合叫做圆

教师应具有教育的应变能力。它是一种特殊的

智力定向能力，能根据意外情况作出迅速反映并

及时采取恰当措施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往往

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这就要求教师能够

及时地找出症结所在，尊重学生，因势利导，机

智灵活，用应变话语使学生幡然醒悟。

（四）应变性



2016/9/2

5

千里来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清朝安徽桐城--宰相--张英

“六尺巷”

例：

相争只为一扇窗，
开窗关窗都无妨。

心暖不觉寒风冷，
顺从民意关上窗。

教师口语必须针对学生不同的年龄特征、心

理需求、知识水平而有所变化，以充分发挥启发

诱导作用，达到最佳教育教学效果。

不同学科教学中体现不同的语言特点。

（五）接受性 第三节 教师职业口语的构成要素

构成要
素

语音

语调

重音

停顿语速

节奏

响度

一、语音

语音是信息的载体和符号。在教学中对
语音的基本要求是发音准确、规范。即：

吐字清晰

•清晰度是
指出语和
表意的清
晰、明白
的程度。

响度适当

•响度指语
音高低强
弱的程度。

语流顺畅

•流畅度指
教师口语
中语流顺
畅的程度。

二、语调

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声音的高低在教学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

“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语调是指讲话时声音的高低，声调的
升降及抑扬顿挫的变化等，是增强语言生
动性、体现语言情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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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调

他真行。→

升调

他真行。↗

降调

他真行。↘

曲调

他真行。↘↗

语调分类

1、平调
即平直舒缓的调子，没有高低升降的

变化，可表示平淡、冷漠、严肃等语气的句
子。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相传叫百
草园。→（叙述、说明）

 烈士们的英灵和业绩将永垂不朽。→（庄
重、严肃）

2、升调

声调也叫高昂调，就是由平向上升高，句

末明显上扬，常用来表达喜悦、兴奋、惊异、
号召等感情，常用于疑问句中。

 啊！↗你考了一百分！↗（惊异）

 球进了！↗（喜悦）

 你说什么？↗（疑问）

3、降调
降调又叫低降调，就是先平后降，句末明

显下抑。常用来表达感叹、请求、命令、自
信、沉重、劝阻、允许等感情，常用于祈使
句中。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
了。↘（肯定）

 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允许）

4、曲调
曲调又叫曲折调，就是由高到低，或由低

到高，使全句有上升或下降的曲折变化。常用
来表达含蓄、幽默、讽刺、意外、烦躁、夸张、
轻薄等感情，常用于感叹句中。

 你，↗你干得了吗？↘↗（怀疑）

 你算了吧！↘↗（烦躁）

 他说你又聪明，又漂亮，又有文化。↘↗（讽
刺）

三、重音

重音是指在句子中某个词语说得特别
重或者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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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谁说不是啊！)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不是别人。)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不是举着。)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提着的是灯笼)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不是在跑。)

答案：

联系上文：“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就可以判定，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重音应该落在“灯笼”上，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与“流星”挂起钩来。

重音表现方法

重音重读 重音慢读 重音轻读

让暴风
雨来得
更猛烈
些吧！

满心
话登时
说不出
来，一
头扑进
亲人怀。

我站
在天
安门
前，
深情
地呼
唤。

盼望着，
盼望着，
东风来
了，
春天的
脚步近
了。

四、停顿

停顿是指词语之间、句子之间、段落或
层次之间声音上的间歇。

停顿

结构性

停顿

结构停顿的长短
应该与标点符号

相对应

强调

停顿

强调停顿反映说话人
心理和感情变化的停
顿叫强调停顿，也叫

心理停顿

例：

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去欢迎！

老张看见儿子伤心地哭了。

不同停顿 意义不同

 老张看见儿子 / 伤心地哭了。
（老张哭了）

 老张看见 /	儿子伤心地哭了。
（儿子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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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可是，早饭过后还不见他起来，人们
有点慌了，推开门一看//一个个/惊/
呆了。

 第二天早晨，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里，
两腮通红，嘴角上带着微笑。她//死
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

五、语速

电影、电视解说的速度为每分钟250至300字，

课堂教学的语言速度以每分钟200至250字为宜。

语速是指表达时吐字发音的和缓与急迫，
也就是表达时或快或慢的速度变化。

语速分为快速、中速和慢速。

不同语速 表达情感不同

• 兴奋、紧张、急迫和愤怒等情感。快速

• 一般用于感情起伏不大的情况。中速

• 庄严、沉思、平静、忧伤等感情。慢速

例：
风猛烈地摇撼着路旁的梧桐树。

我顺着林阴路望去，看见一只小
麻雀呆呆地站在地上，无可奈何
地拍打着小翅膀。它嘴角嫩黄，
头上长着绒毛，分明是刚出生不
久，从巢里掉下来的。

猎狗慢慢地走近小麻雀，嗅了
嗅，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
突然，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
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狗
面前。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
望地尖叫着。

六、节奏

节奏是教学成功的要素，主要包括语言、
内容、时间三种。

语言节奏

•语调高低、
快慢的变化。

内容节奏

•要讲究内容
的布局。

时间节奏

•要合理地分
配时间。

七、响度

教师口语的响度，应根据教室的大小、
学生的人数、有无扩音设备而异。

应注意克服语声弱化、虚化、吞音等
毛病。

响度指语音高低强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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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过高，如雷灌耳，超过发声器官的极限，发音反而不清晰，持
续一段时期，学生容易疲劳，同时也损伤教师的嗓子。教学口语的
发音应以中音区为主。

声音不宜过高

• 声音过低，难以听清，振奋不起精神，同样容易疲劳。教师的每句
话，每个发音，都应让最后一排的学生听清楚，听真切，即使要用
低音处理，也应低而不虚，沉而不浊。

声音不宜过低

•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老是接受单调的信号，容易进人抑制
状态，信号适当变换，才能使它的感受力总是旺盛而新鲜。因此教
学口语的语音应该是高低起伏，长短交错，抑扬顿挫。

声音不宜平直

• 认识这些语病给表达带来的不良
影响，有针对性地进行克服。话语重复

• 掌握轻重音结合、快慢结合、语调
升降结合的技巧，做到讲话语调和
谐、自如，说话抑扬顿挫分明

语调单一乏味

• 想好了再说，要有提纲进行约束，
熟悉教案。对以前的有关录音进行
检查，看有无此类现象。

语脉不通

• 努力增加自己的词汇量，学习好修
辞知识。多读、多听、多记、多说。话语枯燥无味

使用语言常见病

教学语言常见病

对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的深入理解与真正掌握
是教学言语的前提。如果学科知识掌握得不深不透，
教学就会出现许多毛病，反映在教学言语上，就是教
学言语模糊不清，词语贫乏，句式单调，病句多，语
言不严密不准确。

 改进办法：努力学好学科知识，认真准备教学内
容，熟练掌握教案内容，理清教学思路，注重各个教
学环节。

一、态势语概说

二、态势语主要包含的内容

三、课堂教学体态语的特点

四、课堂教学体态语的功能

五、对待学生体态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教师教学的态势语

一、态势语概说

（一）态势语概念

（二）态势语的特点

（三）态势语的作用

（四）态势语的基本要求

一、态势语概说

（一）态势语概念
态势语又称体态语，

它是一种利用表情、
眼神、手势、身姿等
非语言因素配合有声
语言传递信息、表情
达意的言语辅助形式，
是口语交际中经常使
用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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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媒学家：是
否认识到,你所传播的
信:你息中只有35%是
语言的。当你面对面地
同某个人讲话时,他可
以从你的言语之外的其
他形式中接受65%的信
息。

7％的
语言

38％
的声
调

55%的
表情动

作

一条信
息的表
达

（二）态势语的特点

1、必须受约定俗成的制约，
不能随心所欲

2、贴近生活

3、具有依存性

特
点

（四）

（三）态势语

的作用

• 补充强化口语信息

• 沟通、交流感情

• 调控交际活动

（四）态势语

的基本要求

• 总的美学要求是
和谐

• 得体

• 自然

• 适度

二、态势语主要包含的内容

•（一）仪表、风度

•（二）眼神与表情

•（三）手势与动作

•（四）体态身姿

•（五）空间距离

1、仪表：容貌、姿态、举止

二、态势语主要包含的内容

（一）仪表、风度

仪表美

身材容貌美

服饰美

•“内秀外美”

• 先天

• 整洁大方、庄重、朴素

• 轻便协调、色彩和谐
风度美—— 举止优雅，神采奕奕、

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2、风度：

•可见、可闻言谈举止穿着

•不可见但可感气质情绪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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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身份

适宜场合

适应听众

3、仪表、风度的审美原则

服饰仪表

服装的款式

服装的颜色

适宜的化妆

装饰物的选择

T（time）：

着装要注意季节与
时代

P（place）：着
装要注意

场所

O（object）：
着装要注意交际

对象、目的

衣着原则——TPO原则

（1）帮助听众理解讲话内容

（2）调节人际关系

（3）搜集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

（二）眼神与表情

1、眼神、表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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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集中凝望某一点。

虚视：演讲者在台上眼望听众,但并 不聚焦
看某一点，只是把台下听众作为一个“整体”

来看。
流转：演讲者的目光在全场流动。

O字型，W字形，V字形

2、 眼神
环顾法

专注法

虚视法

（1）变化要有一定的目的

（2）完成一个意图后马上恢复正常

（3）与有声语言、手势、姿态配合

（4）把握“闭目”

眼神注意事项：

第一，要有灵敏感

第二，要有鲜明感

第三，要有真实感

第四，要有分寸感

第五，要有艺术感

2、面部表情

中国加油！汶川挺住！ 为圣火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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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常规性的，做到和蔼、亲切、热情、
开朗，常带微笑；

二、是变化的面部表情，如随教学内容而
产生的喜怒哀乐，随教学情境与学生
发生的感情共鸣等。

教师在教学中的表情语

1、手势动作的暗示作用

有助于表情达意
传递部分信息
增加美感、魅力

2、手势通病
生硬
粗俗
琐碎

（三）手势与动作

情意手势 指示手势 象形手势 象征手势

3、手势动作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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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势动作区域

下区为腰部以下，多表现憎恶、鄙视、
压抑、否定等贬义。

4、手势动作区域

上区为肩部以上，多表现积极、振
奋、肯定、张扬等意义

中区为肩部至腰部，表现坦诚、平
静、和气等叙述、说明的中性意义

1、适合
2、简练
3、自然
4、协调

5、手势动作运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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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以手
势助说话”，手势要目的鲜明，
克服随意性，要针对不同教学对
象、教学内容正确选用不同含义、
不同区域、不同指向的手势；手
势要适度，包括速度、频度、幅
度、角度等。要注意克服教学中
常见的不良手势。

 身姿不仅能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强化口语信
息的表达效果，还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气质、
风度和素养。

 身姿要端正、大方、自然，与眼神和手势相互
配合，才能显示态势语表情达意的整体效应。

（四）体态身姿

身姿语

坐 姿

站 姿

行 姿

站姿：丁字步
两脚平行
略呈八字形
双距与肩同宽

 全身挺直，
 挺胸收腹，
 精神饱满，
 两肩平齐，
 腿要绷直。

 入座时，应当轻而稳。

 坐的姿态要端庄、大方、自然。

 无论什么坐具，都不要坐得太满。

 上身要挺直，不要左右摇晃，腿

的姿势配合要得当，一般不能翘

起二郎腿。

 讲话时，上身要些许前倾，表示

对对方的尊重。

 上身需要后仰时，幅度不能太大。

2、坐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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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姿
自然 轻盈
敏捷 矫健

自然而不别扭
轻盈而不鲁莽
敏捷而不笨拙
矫健而不自卑

头部端正（表自信、严肃、正派、有勇气）

头部向前（表倾听、期望、或同情或关心）

头部向后（表惊奇、恐惧、或退让或迟疑）

频频点头（表答应、同意、理解和赞许）

不住摇头（表否定、反对、不满意）

头部语 登台——端庄大方，
举止从容，精神饱满

敬礼——认真、庄重、
不可随便，深吸一口气，
遍视后进行

站姿——英姿勃发。
平行型，丁字型

 在双向交流中，如果交流对象之间空间距离
较近，一般给人亲近之感，但过近则有压迫感；
距离稍远，有淡化语言淡化感情的效果，也能有
一定的威慑之感。

 课堂上，教师辅导或巡视要照顾到全班每一个同
学，以表示关心和亲切。教师与学生的各种形式
的谈话，要根据学生年龄与性别的不同、谈话内
容和谈话对象选择适当的空间距离。

（五）空间距离

 亲密距离：一般在45厘米以内
 个人距离：一般在45‐‐100厘米之间
 社交距离：一般在100‐‐210厘米之间
 公众距离：一般在210厘米以外

五、空间距离

西班牙人或阿拉伯人习惯保持15厘米左右
日本人习惯保持30厘米左右
中国人则习惯保持45厘米左右
北美一些国家的人，比如美国，则会把这种个人
距离拉开到70厘米左右



2016/9/2

17

三、课堂教学体态语的特点

（二）直观性
 利用简单有效的体态语，可以使教师的表达更加
生动简洁，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利于学生的理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辅助性

课堂教学体态语属于教学活动中的非语言

因素，即无声语言。它是依附于课堂教学的有

声语言，并与之共同构成教师和学生展开信息

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三、课堂教学体态语的特点

（四）示范性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是用有声的语言让学

生获取知识，做到“言传”，还要运用无声的

体态语，做到“身教”。

（三）模糊性

即使有些体态语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

但不同条件下的运用以及不同对象的理解差

异，也会造成意义上的偏差。

四、课堂教学体态语的功能
（一）传授信息功能

1、补偿

2、替代

3、强调

（二）表达指示功能

（三）沟通、交流师生情感功能

（四）组织管理课堂的功能

五、对待学生体态的基本原则

 教师态势语同有声语言一起，构成教学言语。
教师态势语是以身体的静与动来表达意义、传递
信息的。要做到准确、大方、自然。

（一）时刻关注

（二）准确理解

（三）及时应对

从课程的目标来看，变“单一目标”为“多维目标”

从课程的价值来看，变“单一理解”为“多元解读”

从课程的发展来看．变“学习层面”为“发展层面”

从课程的资源来看，变“教材唯一”为“生活整合”

一、课程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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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观的变化

1、以人为本，让课堂教学返朴归真

2、平等对话，让课堂教学同构共享

3、实践体验，让课堂教学灵性闪光

4、预设生成，让课堂教与学相得益彰

1、变“教父”为倾听者

2、变“灌输者”为引导者

3、变“裁判员”为欣赏者

三、师生观的变化

1、甄别选拔 促进发展

2、注重结果 注重过程

3、单一评价 多元评价

四、评价观的变化
让话语负载丰富情感

让微笑温暖学生心灵

让幽默发挥教育功能

让应变显露教育机智

教学情境的创设者

教学资源的整合者

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课程资源的开发者

新课程下教师的
新角色

变学生适应的教育为适应学生的教育！

新教师可能存在的错误观念

教学只是传
递知识的过

程。学会教学只不
过是经验的积

累。
主修某一学科就
能提供教授这一
学科的所有知识。

教师专业成长的阶段

新手水平

高级新手水平

胜任水平

熟练水平

专家水平

刚毕业师范生；
学习一般教学原
理、教育方法；
熟悉教学步骤。

两三年教龄；
获得教学策略、
教学事件知识；
教学活动带有盲
目性与偶然性。

明确教学目标与内容；
明确教学实践的助词；
较强的自信心，但教学
技能没有自动化。

对课堂的敏锐观察力；
教学模式识别能力；
及时调整教学计划；
有效控制教学活动。

以直觉做出反应；
轻松流畅地完成任务；
对不同的教学情境，灵
活采取不同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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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

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

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