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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职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身体语言艺术
杜　梅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教师身体语言在课堂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能够通过课堂上的身体语言来判断一位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巧妙

地运用身体语言有效地促进了课堂教学目标的完成，同时恰当、得体地使用身体语言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提高学

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事半功倍地传递目标情感信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身体语言的知识，同时让大家注

意避免一些消极的身体语言对学生的影响。

关键词：身体姿态语言；有效的沟通；教学效果

教师的身体姿态语言是运用目光、表情、手势、动作和身体

距离等显性形式再现教师内在素养、情绪、教养等。教师得体地

运用身体语言传达积极信息和正能量情感，把学生的注意力调动

起来，同时把学习兴趣提高起来，对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保

证教学效果有着重要意义。教师得体地运用身体语言为中职教师

的授课技能提供了新的方法，增添了新的训练内容，使教师的综

合素养和个人魅力得到提升。

一、身体体态语言的概念

身体语言又称体语，即信息发送者把要发送的信息，通过仪

表、姿态、神情、动作输送到信息接收者的视觉器官，再通过信

息接收者的视觉神经作用于大脑，从而引起积极反应，实现信息

发送者的目的。国际身体语言专家艾伯特·梅拉比安研究发现，

一条信息的传达，只有 7% 靠语言，38% 靠声音，55% 靠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与我们的口语语言相辅相成，是人们沟通中少不了的第

二语言。身体语言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受教养程度，一个人的综合

素质，一个教师的教学技能。

二、教师身体语言的概念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需要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要求

教师绘声绘色，让课堂教学丰富。同时，需要教师在学生需要的

时候恰当地使用身体语言。我们将教师身体语言定义为，教师在

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运用包括头部、手部以及所有的身体动

作和学生进行的信息、情感和情绪交流的一种语言沟通方式。

三、教师身体语言的类型

不同的类型教师身体语言：

（一）头部语言

头部语言主要包括头部的动作（偏头、转头、点头等）、面

部表情（眉毛、脸部肌肉、微笑等）、目光（注视、环视、扫视等）。

观察教师们的课堂，常常会看到积极的头部语言，比如，正向转

头，环视全班，微微抬起下巴，面带微笑鼓励积极问答问题的学

生，同时眼睛、面部肌肉都配合脸部的微笑。当然，也有消极的

语言：比如，低头，不看学生，视线不照顾到全班同学，眼部下垂。

如果学生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紧蹙眉头，

这样使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拒绝、厌恶等情绪，导致学生不敢多次

请教问题。

（二）手势语言

手势语言主要包括手指、手掌、手腕、手臂以及双臂动作。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人们使用的手势语都代表着不同的

含义。在中国，人们约定俗成的生活习俗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征，

而中职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手势时，很多时候可以起到强调课堂教

学内容、示范标准动作的作用，能够比言语更清楚地表达鼓励及

制止学生的行为。教师的手势是能辅助教学的工具。手势在课堂

上用的很多，信息的传递可以利用手势作为辅助语言。那么，消

极的手势语言就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绪，影响学生接受知识，

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三）身体姿势

身体姿势主要包括身体动作（习惯性的站姿、坐姿和头部、

脸部、手部的综合配合等）。教师上课时的身体姿势：比如上课的

姿态、脚站立的方式、习惯性的动作等。教师的身体语言可以让学

生接收到老师当时的心情，对学生的态度，对授课内容重点、难点

的要求等。如：当老师拍学生的肩膀时，这是表示在关心，鼓励学

生等；学生回答问题时，老师身体微微前倾，表示对回答感兴趣以

及鼓励等。

（四）空间距离

近体学也被称为空间语言学、距离学等。在教室中，教师和

学生身体的空间距离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距离学生会有不同

的感受，远了，学生觉得你和他有距离，近了，学生会感到压力

和不舒适。科学合理地有意识地调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空间距离

可以有效掌控课堂的授课节奏。

四、教师身体语言的作用

（一）调动学生注意力需要教师身体语言的辅助

刚刚步入中职学习阶段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被普通高中淘汰

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常常会出现精力分散的现象，很容

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规范的恰如其分的身体语言，能够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一些特定的身体语言可以让学生对教学信息的印象更

为深刻，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比如强调知识时，刻意地做一个

飞翔的动作，或者是击掌的动作等。

（二）教师使用积极的身体语言，可以促进同学们更有效接

收和识别知识点和积极情绪

比如一个点头同时微笑的动作，让学生体会到老师的认可和

鼓励或者是宽容和理解的信息。一个掌心向上的手势，可以让学

生体会到教师对他的尊重。学生提问时，身体自然地前倾，表示

有兴趣倾听，让学生可以持续地探索、发现知识。

（三）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可以通过教师积极的身体语言来

进行

积极的身体语言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有效地完成教学

目标，并且使师生情感融洽和谐。

（四）中职生健康的情绪情感可以通过教师的积极身体语言

来促进

积极的教师肢体语言展现了教师积极的情绪，向学生传递了

积极的信息，让中职生感受到教师的关心和关爱，让学生在学校

有归属感、安全感等。积极的身体语言可以起到安抚的作用，在

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学生的情绪和情感可以持续地健康向上。

（五）需要了解和重视消极身体语言对学生的影响

一些消极的身体语言会影响学生接收知识信息，影响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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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信心的树立，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同时，不利于培养良好

的师生关系。比如：教师在课堂上视线不环视全场，会让部分学

生感受到教师的不重视和偏心；学生问教师认为简单的问题，老

师露出鄙夷的眼神，让学生望而却步，不敢再问；授课时，教师

靠在讲台上，懒洋洋地说话，让学生认为老师不想上课，没有激

情等。

五、教师身体语言运用策略

（一）课前准备

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整好情绪。保持挺拔的

身姿，在进入教学场地前调整好呼吸，表情端庄，自然，既不能

太严肃也不能太放松。步态从容、平稳、轻盈、充满自信。不正

确的步态：用脚蹭地面；手插裤兜走路；左顾右盼；大摇大摆或

左右摇晃。

有意识使用正能量的积极的手势，尽量避免一些消极的身体

语言，并且新教师在上课前可以根据自己的授课内容和场景提前

设计身体语言。

（二）课堂仪式

进入教学场地后，放下手里的教案，提包等物品。在值日生

的口令下进行课堂仪式。教师标准站姿，姿态挺拔，精神饱满，

情绪平和，面带微笑接受学生的问候，然后眼神环顾全体同学礼

貌回礼。在很多时候，教师常常会忽略课堂仪式，而课堂仪式却

是提醒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的一种方式，不能无视。同时，教师在

学生敬礼后要礼貌回礼，而不是面无表情地直接叫学生坐下。这

样显得傲慢无礼，而学生非常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老师，这也是不

尊重学生的表现，会影响教学效果。

（三）课的基本部分

在课的基本部分的教学中，教师扮演的就是一个表演者，一

个演说者，需要尽可能地放大自己的肢体动作，让全班同学都能

够感受到，如果是上实践课的老师更要注意身体语言的神形兼备。

比如：舞蹈课、音乐课、旅游操作课（茶艺、客房服务、餐厅服务等）、

体育课等。这些需要老师做示范动作的课程不能只是口头上的，

还需要教师自己能够做到，教师要有过硬的业务技能，这样才能

让学生们心服口服。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首先要注意的是：

1. 眼神。眼神是一项特别重要的非语言沟通技巧，通过巧妙

地使用眼神，可以轻松地改变学生的行为，有效地控制课堂纪律

和学生听课的效率。环视法和专注法交替使用是一名教师必备的

授课技能。而切忌目光呆滞，眼神空洞，或者望着天花板，像背

书一样，这样的眼神会让学生对课程感到索然无味，或者会怀疑

老师的授课能力，会认为老师在照本宣科失去听课的兴趣。

课堂上教师的眼神传递需要正能量的信息传播。如：鼓励、

赏识、宽容、提醒、爱、关心等这些眼神能够点亮学生，开启学

生的心灵，有效地拉近师生的距离，激活课堂气氛。

2. 表情。在教学活动中，恰当地运用表情才能够起到明确的

效果。在讲台上，教师需要根据剧情使用不同的表情，喜怒哀乐

会鲜明地展示在讲台上，让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样学生内心

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达到增强效果的目的。而在课堂的师生

互动中，如果学生答题正确，应给与学生满意的表情，如果学生

表现有欠缺的地方，应给予学生鼓励的表情，如果学生精力不集中，

应给与学生严肃的表情，以提醒学生。要做到与各种主观教学手

段和谐完美结合，教师的表情的运用不是单独进行的，它应和相

应的眼神，动作语调相结合，形成一个完善的有机体，使课堂教

学有声有色，神形皆备。

3. 手势。“出手大方”是手势的基本原则，是体现一名教师

的基本素养的标准。意思是你要么不出手，要么就做好。伸出手

掌而不是手指（除了数数，手指不能单独使用），大拇指外的四

指是并拢的，手心向上通常表示友好，表达对时间和态度的确认；

表达决心，强调事情可以使用两手心相对，与肩同宽的手势；需

要表达命令感、强势感和权威性，就使用手掌心向下的手势。

应当禁用消极手势动作。比如：用粉笔乱扔向学生，拍桌子，

摔书籍等。会打击学生学习的兴趣，想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通过运用恰当的好手势进行辅助。

4. 体态。

（1）在讲台上，教师保持自然的站立姿势。在讲台上，有两

种禁忌站姿：一种是出现明显的支撑腿。什么意思呢？重心在一

条腿上，而不是在两腿的中间，甚至还有送胯的感觉。这种站姿

让人觉得你不认真、不尊重对方、散漫等。而且会从视觉上看到

肩膀歪斜，影响整体的形象。第二种是出现锁定动作。比如双臂

在胸前环抱站立，或者脚交叉站立，而同时做这两个动作，双手

环抱于胸前而且左右脚交叉站立，是很不好的一种站姿。

（2）如何移动。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所讲内容的节奏以及当时

课堂上学生的表现情况适时移动。上课的时候，教师要非常明确

地知道所有身体语言都是为你的课堂内容而准备的，所以在台上

是不能随意走动的。表示强调就上前一步，要强调另一边的学生

有没有认真记下来笔记就横向移动等。 

5. 合理使用师生之间的空间距离。中职教师和学生沟通中个

人距离的合理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适当的调节师生之间的空间

距离，可以有效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室中，教师需要走到

讲台下面去而不是只在讲台上，需要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接

近学生，让同学们感受到教师的真诚和亲切，同时表达对学生的

关心、安慰等。当然如果是男教师要注意把握好和女学生的身体

距离，女教师要注意把握好和男学生的身体距离。

6. 课的结束部分。在总结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表情、手势、

语言、身体姿态等讲述总结本次课程的内容。在表扬学生、布置

作业等过程中都要一丝不苟，同时认真完成下课的课堂仪式，直

到走下讲台，走出教室，你的这节课程才能结束。

六、结语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有意识地注意身体语言，可以提

高教学效果，增进师生情感，达到有效沟通。

第一，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根据自己授课班级的情况，设计

适合该班的身体语言，比如：夸张的手势、微笑、眉毛的夸张使用等，

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第二，合理地设计走下讲台的身体语言动作。根据课堂教学

内容以及学生的情绪反映调整师生的空间距离。

第三，对待不同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语言，使用

积极的正能量的身体语言。

第四，在课堂上教师要改掉消极身体语言的习惯。比如：抠

鼻子、掏耳朵、抖腿、转笔、翻白眼、看天花板、斜视、藐视、

使用手势时用一个手指、皱眉、只看教案，或者只看虚无的一个

方向等。这些动作都需要改掉。

第五，各任课教师应掌握与中职心理发展特点相关的知识，

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教态，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让学生有效地

接收到知识，得到文化滋养和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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