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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师课堂教学语言问题的解决策略 1 
夏远力、董振邦 2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方法的载体,是师生良性互动的纽带。因此，历史教师的课堂用
语必须要科学、准确、凝练，要有启发性、趣味性。但当下中学历史教师课堂教学中教学用语的使用颇多不如人意之处，如语体使
用不恰当，语言表述不规范，包括用语不准确、不客观、不科学，缺乏凝练性、生动性，使历史的教育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甚至直
接影响到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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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教师角度寻找解决策略 
（一）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 

历史学科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门类。教师要掌握历史课程教学

的基本理念并在课程中体现出来，这里的专业素养包括两方面的素

养，一方面是历史本学科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是作为教师的专业

素养。这就要求历史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教授课程的能力，社

会要给予历史教师继续深造的机会，教师也要不断的在工作中寻找

机会深造。现在知识增长速度是惊人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势

必会被时代所淘汰。教师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有危机感。教师还

要学会学习，历史知识的学习可以说无处不在 1。教师可以在生活

中去学习历史知识，历史教师能教好学也是必备的专业素养。  

（二）加强历史教师的语言训练 

国家对历史教师的语言要求一直很严格，如要求历史教师普通

话水平必须在二级乙等水平以上，对 3500 常用汉字能够熟练运用。

其实教师的语言素养要求远不止这些，历史教师语音上要有要求，

词汇和语法上也一样有要求，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 2。 

在语音方面，历史教师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受方言的影响。

中学历史教师受到方言语音的影响在教学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最主

要的表现是历史专有名词的读音和地方文化专有方言读音的误读，

前者如著名历史人物伍员[yún]、郦食其[yì jī]、金兀术[wù zh

ú]；历史地名如亳州[bó]、丽水[lí]、耒阳[lěi]、蔚县[yù]、歙县

[shè]、六安[lù]；方言误读，如阜新（东北多读[fú]，在北京一般

读[fǔ]，正确读音是[fù]），四平的老年人说上街（[gāi]，而不是“[ji

ē]”；吉林市的乌拉 街也读此 音）；专有建筑名词阿房宫 [ē 

pang]……，民族名，如大月氏[ròu zhī]……，职官名，如仆射[y

è]……等等。 

在词汇方面受影视作品影响，教师喜欢演绎或者用当代词语去

解释古语词。现代汉语词汇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历史词和古语词，并

且对今天学生的理解是有意义的。“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能

跑马”。对这些历史词和古语词的正确理解还是要建立对历史知识

了解的基础上。另外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古今看似一致的词语，内

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很多教师喜欢将驿站称为旅店或旅馆。古代驿

站并不是为百姓服务的，这在本质上与旅馆是有区别的。还有宰相与

当今的总理区别也是很大的，有些教师一说到古代某一官职喜欢用现

代官职比较，这无异于“关公战秦琼”。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员是人民

公仆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封建时代却不一样。

与这种现象相反的是有些教师喜欢使用古词而不加以解释。学生受知

识量的限制，并不了解历史词语，另外对生晦的历史词不感兴趣。

教师要注重对历史词的解释，还要注意古今词语的联系。 

（三）加强历史教师的教学反思 

历史教师在教学反思中，应留有独立的版块给课堂教学用语。

教学反思对教师教学能力养成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使用录音笔将

教学内容录下来，然后分析教学语言的使用情况，对于合理部分不

做修改，但不合理部分要进行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多听教

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的课，以对照分析，找出自己课堂用语的不足。

通过网络等途径听名师讲堂，从中摸索其语言特点并且可以模仿。

积极参加教师讲课技能大赛，让专家在参赛的过程中对内容和语言

进行点评，以保证自己教学语言能力的快速提升。 

（四）教师要深入分析教材，掌控课堂教学 

如果说课堂教学用语是教师教学的工具，那么教材就是教师科

学、规范地使用课堂教学用语的根据，因此，科学地分析、解读、

理解教材，才能使课堂教学用语发挥其实际功能。首先，加强对教

材的细节处理，其次，注意不同内容的用语差异。以教材为纲合理

使用教学用语。教师要深入分析教材，根据教材内容科学的设计教

学环节，并为每个环节配好相应的教学语言。 

二、从学校及社会角度寻找解决策略 
（一）明确历史学科地位 

中学历史学科在学科中的地位在逐步提升，增强了历史教师的

自信心和使命感。公开课、示范课等讲课形式不断地刺激教师去探

索教师课堂用语的研究。历史课程要贯彻教育部《新课程标准（2001

年版）》的精神和要求。性质、功能、内容、方式和机制等都对教

师课堂语言的选择有了新要求。比如传统的历史教育，注重史实的

传授和思想的教化，而《新课程标准（2001 年版）》中要求“突出

历史学科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强调能力的培养，注重了学生的个

性和主体地位”。 

（二）为历史教学提供优质的教学条件 

教学设备是体现学校硬件条件实力的基础。受人口数量影响，

中学历史课堂人数较多，一般均在 50 人以上。对教师的声音响亮

程度要求很高，教师不依靠辅助设备，较难完成教学任务，所以优

质的教学设备能够更好的辅助教师授课，能够更好的展示出教师的

语言魅力。学校图书馆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方面开发和

利用校外历史课程资源。“第一，利用历史遗迹、遗址、以及博物

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学生参

观，加强直观的历史感受，增强对历史词语及事件的理解。”3 第二，

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料。第三，提供更多的视频及网络资料。

以上资料的提供，一方面教师受益较大，能够激发教师的教学兴趣，

生动活泼的组织课堂用语。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

史词语的理解，有利于对课堂教学用语的理解。 

（三）为历史教师提供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平台 

社会提供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

面是教师与其他教师或专家等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是教师与学生

及家长的互动交流。与教师及专家的交流，从专业角度，探索学科

发展前沿，及新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教师在交流与学习中潜移

默化的影响到了课堂语言的完善。随着专业素质的提高，在教学语

言上体现为得体准确。 

与学生及家长的交流，能够让教师更好的了解学生，以便于教

师因材施教。学生会将课堂情况反馈给家长，家长及学生也是课堂

的参与者或间接参与者，对课堂也有建言献策的能力。教师根据学

生反馈的情况适当调整课堂教学语言，有助于学生和教师双向进

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最优良的学科，在

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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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
现象中找出典范，并由此做出结论：‘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
遗产’。”4 学生是否体验到了内容的丰富多彩，历史课堂教学用语要
提供大量的历史人物道德形象的内容，语言中要体现出历史人物的
高贵品质、高尚的情操。语言还要有较强的感染力，但不能以说教
的方式强加于人。学生可以将课程学习的真实感受反馈给教师，教
师以此来衡量课程质量和课堂语言的使用情况。教师还可以根据家
长的反馈发现学生在学习完历史课程后在生活中的表现，从而也能
以此衡量语言的得体性及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 

（四）完善教师考核机制 
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

以学生成绩作为考核标准；二是资深一线教师成立评审小组对教师
进行考核；三是社会评审，让学生家长都参与到评审中来；四是教
师参试评审，教师参加本学科专业知识考试，实行一定比例的末位
淘汰，教师还要参加讲课技能大赛，也需要实行一定比例的末位淘
汰。教师考核机制要明确规定对成绩优异的教师进行适当的资金奖
励，并予以公开表彰，并在职称评定方面具有优先权，打破按龄排
序的评职方式[5]。在完善的考核机制下教师会主动的完善个人素质，
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教师课堂语言的规范化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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