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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感染力，是中学语文教师这一特定人群的
教学感染力，从这一角度而言，是在“教师感染力”基础上
的深化。归根到底，是在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特征的作用下，
融入语文教学、语文教材中。黄建认为，教师的感染力是指教
师作为科学文化的多知者和先知者，在教育人的过程中，通过
以身示教、师爱化教、人格感化等去感染和影响学生，从而取
得满意的教书育人效果。中学语文教师的感染力在教学中的作用
显的尤为重要。

1　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感染力主要类型
1.1 专业知识感染力：彰显人文的博大精深
中学语文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专业知识感染力，集中体现在彰

显人文的博大精深，用博大精深的人文感染学生，引导学生，
是语文教育人文性的重要体现。中学语文教师就是要充分挖掘语
文学科专业知识的内涵、中华文化的精髓，传道授业解惑，帮
助学生探寻贯穿古今发展脉络中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帮助学生
激发自身求知欲望，建立健全丰富的语文知识储备体系。

1.2 教学艺术感染力：凝聚学科的独特视角
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感染力，离不开教学技能的支撑，凝聚

着语文学科的特点。换句说话说，这样的教学艺术感染力，是
语文教师特有的，是语文学科特点驱动的感染力。这就要求一
个有感染力的中学语文教师首先在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的掌握和
运用方面表现得十分娴熟，除此之外对于新课改要求的新技能，
具有较好的学习力和接受能力，并能够运用在实际教学中。例
如，艺术化的口语可以体现汉语语言的魅力：通俗生动，富有
幽默感；条理清楚，富有层次感；点播启发，富有激励性；抑扬
顿挫，富有节奏感。

1.3人格魅力感染力：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
教师的人格魅力感染力则指教师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对课堂教

学的隐性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教师步入教室或者只是简单地导
入就在发挥这种感染力，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是人
类文化科学知识和一定社会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传播者。”一个
具有教学感染力的中学语文教师，其人格魅力感染力外在表现形
式体现在其个人性格上，如果一名语文教师能够积极乐观，反应
迅速，热爱交际，乐于探究新事物，有较强的适应力，直率热情，
精力旺盛，做事时稳重踏实等。

1.4情感表现感染力：沟通教学的心灵桥梁
语文课堂不仅在于传授语文知识和相关能力，也注重情感的

正确激发和引导。语文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重视语文课程
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可见情感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意
义。教师的情感感染力指的是教师自身的情绪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情绪的引导和影响作用。一个有感染力的教师在教学中，
更多的会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在学生面前，老师是快乐的、是享
受教学过程的、是热爱学生的，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

2　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感染力的重要作用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谈到教师教学感染力，我们

必须承认这是教师对于学生影响的一大部分。”语文教师教学感染
力对课堂教学有着重大的价值，主要是有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
有利于促进教学的融合、有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有利于教学情
感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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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人格、学识、情感、教学艺术吸引学生，激起学生产生和所呈现的学生内容要求相同
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感受，启发学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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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
注意是观察、记忆、理解、思考、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前提，只

有被我们纳入注意范围的事物才能处于认知活动的中心。学生的
学习首先是一种认知活动，只有保证学生注意力集中，才能为认
知提供保障。绝大多数的中学生注意力会变得分散，不仅仅关注
学习的知识，还在养成自己的习惯，发展自己的特长及兴趣爱好。
让学生保持注意力集中，是老师组织课堂教学的关键。在班级授
课制的教学组织中，教师面对的是众多的学生。具备教学感染力
的教师，可以通过降低班级授课制的负面作用，在规定的时间内
吸引学生注意，并延长注意力的保持时间。

2.2有利于促进教学的融合
“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仅引导学生认得生字,懂得词义,理解难

句,了解篇章,还善于启发引导学生想象意境,领悟寓于文中的道
理,这样,不仅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由于充分发挥了语文教学的
感染力,也就能使语文教学起到特有的思想教育作用。”一个有感
染力的老师，能够在课堂的不同环节营造相应的情景氛围，调动
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教
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会自主地把教师的每一
个要求转化成对自我的要求，这种自主性不是屈服于教师的权威
而是受教师教学感染力的感召形成。学生内化的要求更能督促学
生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学习任务。

2.3有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
教育家赞可夫说“就教育工作的效果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看师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只有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才能营造
有利于教学的课堂环境。在传统的课堂管理中，教师管理学生往
往是采用专制型的方式，但是新课改理念强调在学习活动中师生
是平等的，是组成教学的两个重要部分，要共同遵守相关的规则，
以营造均衡、和谐、理想的课堂情景。一个有教学感染力的老师，
首先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学习理念，在课堂活动的设置，教学方
法的选择方面都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所谓“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教师因教学内容而异，有的放矢地让自身感染力
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甚至操控整个课堂的氛围。

2.4有利于教学情感的熏陶
课堂强调学生的情感体验，尤其是语文学科教学，更加注重

情感的熏陶感染。教学内容中的情感需要教师呈现和渲染，才能
引导学生理解感悟。学生在课堂上，受到老师带有感情色彩的评
价，如“你真了不起”、“你发现的真多”、“如果更简洁一些，会
更好”、“你还要加把劲儿”等，会让学生产生情感记忆，最后形
成情绪学习的经验。这种情感经验会推动学生的学习并提高学习
效率。

教师教学感染力在课堂中的重要价值展开论述，希望可以引
起教师对教学感染力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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