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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教师教学语言现状及培养研究

王晶晶　马米奇

云南省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在国家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学校越来越注重培养全能型人才，基于此，对于教师的授课水平产生了进一步的要

求，其中，教学语言作为教师课上授予知识的重要途径，对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拥有优秀的

语言组织能力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有一些教师，语言运用不科学、不合理。

本文通过对农村小学教师的教学语言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其中问题，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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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在课堂授课过程中，

利用语言这一媒介，传达信息、传授知识的一种语言符号，

是教学过程中必备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运用手段之一。老师

通过教学语言，把自己对知识的理解通过口语表达转化为学

生能听懂、易接受知识点，这不仅要求老师的逻辑思维清晰，

还要在口语句式上凝练。但是，在农村地区，部分老师的教

学语言不能够受到严格要求，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加强

农村小学教师教学语言培养，势在必行。

一、当前农村小学教师教学语言的现状和问题

（一）教学语言的规范性不够

语言表达能力作为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技能，是生

活中人们常用常见的沟通方式。在课堂上也不例外，尤其对

于小学生来讲，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的各项技

能和表达能力正在学习和进步的重要环节，对学生今后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但是，在一些农村小学课堂上，作为学生的语言技能的领路

人，小学教师的教学语言的使用并不规范，有一些语文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词语的读音和用法并不清楚，甚至

出现拼读的错误，例如：把在叙事性文章中，把肖像的肖读

成一声，但是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四声，友谊的谊读成二声，

而实际上应该读成四声⋯⋯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发生这样的

读音错误，有时是老师的习惯性用语，只是一时间拼读上发

生错误，但是大部分的老师是根本不知道词语的正确念法是

什么，一直以错误的读法进行教学；还有的老师在授课中习

惯性地使用方言教学，对于学生今后的普通话学习产生一定

的阻碍。

（二）教学语言精炼性不足

在课堂上，老师授课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听懂老

师所讲，真正地学会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但是一些小学

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不能准确地把知识

点顺利、高效地表达出来，比如：课上抓不住重点，在应该

详细讲解的章节不能放慢速度，细致地与学生互动，反而

在一些不是教学重点的地方有着过多的陈述，造成教学指

导上的偏颇；其次，在语句的使用上，存在过多的语气词，

一些老师在短短的 40-45 分钟内，能说数十个甚至上百个

“嗯”“啊”“这个”⋯⋯等不必要的口语或连接词，这样

一来学生不能简洁、完整地听取授课内容，影响听课质量，

还容易引发厌烦心理，导致不愿意听这个老师的课程，出现

成绩下滑，没有学习兴趣，影响将来的升学，这样的不良教

学习惯是授课教师必须要整改的 [2]。

（三）教学语言生动性不强    

在小学阶段，正是学生从幼儿到青少年的过渡期，在

生理和心理发育上还不完全，这时需要老师的有力引导，在

小学的教学中，知识的难度不算太大，学习任务不算过于繁

重，以语文教学为例，大多数以情节性和叙事性文章学习为

主，课文文本采用对话交流和图片展现为主，一些老师认为

这样的方式足够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或者主动发挥想象力、创

造力，就在授课过程中一语带过，语言不仅简单枯燥，语气

也冷静生硬，不能发挥语言的魅力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学

习兴趣；在一些美工课上，大部分小学生很难有美学上的想

象和思维构造，不能立体化的看待一些美术作品，难以完成

手工制作，这时，作为老师就应该通过生动性，趣味性的语

言来对学生进行解释和说明，让学生对于文本和美术有着更

新鲜的感受和认识，以一个合理的想象构造思维空间，从而

丰富学生的体验度和感知力。

（四）教学语言鼓励性不够

作为小学生来讲，知识储备量和掌握的技能有限，做

事不能够尽善尽美，在这一时期，一些农村教师为了鞭策学

生，让其尽快完成教学任务和课业任务，便采用消极、过激

的话语来刺激学生，认为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或者在

作业评语中，以教学评价的形式对其缺点进行放大，类似种

种行为不但没有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有任何提高，甚至还会起

到反作用，让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不愿意在人前展露自己，

表达自己的心理看法，甚至产生沟通障碍，或者厌学的心态，

对自己不断否定，降低心理承受能力，让学生拥有一个不完

美的童年。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是错误的，一个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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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和独立的品格是一个人的终生财富，对于小学生来

讲，教师教学语言的激励是及其重要的。

二、农村小学教师语言教学方面的改进策略

（一）严格把控教学语言的规范性

针对教师语言使用的不规范行为，学校应该提高重视，

加强管理意识，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从业水平，对其职业资

格进行严格把控，教师必须持有普通话证书，尤其对于方言

口音较重的地区，对教师授课用语必须严格规范，无论哪一

科目，全程都要用普通话教学，给班级营造一个良好的授课

氛围；其次，要加强教师的词语拼读能力，定期培训或不定

期举办教学交流活动，对于易读错的字词，在课前精心备课，

在注重自己发音正确的情况下纠正学生的用词习惯，促进师

生之间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

（二）精简教学语言，避免口语化

对于一些老师在授课时，经常出现“嗯”“啊”的用词，

过多地重复一段话或者一个知识点，归根结底是老师教学语

言的精炼性不足，不能简洁明了的说出想要表达的意思，教

学任务的主次分辨不明，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因此，

教师应该注重语言的凝练性，在上课之前认真备课，根据大

纲要求突出授课重点，详略得当，其次，在课上讲课时，要

刻意避免语气词、关联词、和语病的出现，提高教学质量，

减少语言的冗余，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因为“经验”二字就

对自己过度自信，不仔细备课，不事前做好答疑准备。

（三）增强教学趣味性  

在小学阶段，正是孩子求知欲和探索欲旺盛的时期，

对世界充满了想象和好奇，作为孩子成长阶段的引导者，老

师应该采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愿意主动参与的方式去满足孩

子的好奇心 [3]。例如，在某农村小学的语文课堂上， 在《小

蝌蚪找妈妈》一文的学习中，老师为了避免上课死板僵化，

毫无感情和逻辑地讲述课文，就采用了分角色朗读的手法，

把学生平均分成 4 组，每组根据学习基础的强弱选取出一

个小组长，在小组长的分配下，每位学生合理发挥想象，

一位扮演小蝌蚪，老师扮演青蛙妈妈，其余每位同学扮演

一种动物，在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中，每位学生参与其中，

根据自己扮演的动物特点，采取不同的语气，讲述不同的

内容，做到声情并茂，大大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

生们的积极性。

（四）学会课堂鼓励，提升学生自信心

对于习惯用激烈的话语和表现形式来对待学生的老师，

应该尽快转变语言的输出方式，用平和、温柔的语气询问学

生遇到的困难，告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必然的，

老师也遇到过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这不是可怕的事情，

让学生在心理上与老师拉近距离。其次，在课程辅导的过程

中，不断用肯定性的话语来鼓励学生，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在

进步的，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学生自信心，提高学习的兴趣，

只有拥有学习动力，才能突破学习上的瓶颈。

结束语：语言是当今社会交往的必要途径之一，没有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使用能力，不仅不利于展现自

我，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这一层面来说，小学

老师在语言教学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因此，小学教师应该注

重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化，确保授课语言的凝练性，用生动

的授课方式进行趣味性教学，而不是简单让学生多抄几遍课

文，多背几首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示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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