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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如何把握课堂教学节奏
李宇星

（文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教学节奏对于大学课堂教学至关重要，而在备课及教学过程中往往被忽略。尤其对于青年教师

而言，在教学初期如何打造流畅、重难点清晰的、使学生跟随的课堂，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本文通过教学实战

中的总结以及文献梳理，提出对于青年教师在教学初期能较快提升教学节奏的建议：划分课堂环节使教学整体

节奏明晰，根据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语言，关注学生心理节奏并及时调整教学语言，留心教学语言中的“无声”

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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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young teachers grasp the rhythm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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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ing rhythm is very important for university classroom teaching, but it is often ignored in the 
process of lesson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young teachers, how to create a smooth, clear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to make the students follow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ummary of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put forward for young teachers in the early teaching can quickly improve the teaching rhythm advice: classroom link 
make the teaching rhythm clear, to adjust the teaching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focus on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hythm and adjust the teaching langu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rhythm of the “silent” in teach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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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由于缺乏一定的教学实战经验，在教学

初期容易犯这样一些问题：（1）在课堂其中一个环节

停留过多时间，使学生产生倦怠情绪；（2）教学环节

之间没有或缺乏过渡；（3）讲授多，互动少 [1]；（4）

临近下课时间才开始讲解重点内容；（5）为调动课堂

气氛等，过多提起与教学目标无关的话题等等。为使

青年教师能够尽快适应教学、把握教学节奏的精髓，

本文梳理一些在教学和研究中总结的建议。

1 划分课堂环节使教学整体节奏明晰	

青年教师在教学初期在教学节奏方面有所欠缺，

无法使学生专注于课堂，多半是由于教师对“大节

奏”——课堂整体节奏缺乏把握，而其具体体现在，

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划分不够明晰：一来是没有将教

学环节根据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进行“分门别类”

的划分，二来是对每个环节的时间控制不明确。如此

一来，整个课堂没有层次，从头到尾教下来没有起伏

与高潮，学生的注意力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

可能产生倦怠的情绪。因而，新手教师在备课时的第

一步，应该是有意识地将整个课堂进行合理的环节划

分，比如比较常见的环节有热身、重点教学、练习、

回顾等。简约是教学节奏化的前提，“板块化”，就

是把教学内容组织成相对独立的几个板块，每个板块

都有其良好结构，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整板块的先

后顺序 [2]。可以将教学进程分为启动阶段、教学突破

阶段、调节阶段和反馈阶段，以时间跨度划分每个阶

段 [3]。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科，采用较为特殊的划分：

如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和解决问题，先问是什么、再

问怎么样、再进行不同国家间的比较 [4]。

在安排不同教学环节的先后顺序时，需结合学生

注意力变化的规律性。在注意力转移期。如从课间环

境回到课堂，教师最好安排一个课前 15 分钟自我展示

或时事点评等，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注意力稳定期（15—

45分钟）适合安排核心的教学内容，注意力分散期（45—

75 分钟），应采用新的互动来调节学生的注意力，如

小组讨论等 [5]。总体而言，环节之间，从内容难易度

上应难易相间，从内容紧密度上应疏密相间。且环节

之间要有过渡，过渡尽量要流畅。而要做到过渡自然，

过渡时要善于采用一些引导词，比如“承上”——总

结之前说的内容；“启下”——通过刚才讲的与之后

要讲的内容中的共同点引出后面的内容，比如从上一

个环节拎出一个细节来问学生等。就过渡来说，最重

要的还是教师对所讲内容的熟练度。

划分课堂环节还需要结合教学中重点与难点，将

重点放在学生注意力最高的环节或者整堂课非开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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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的部分。同时要注意教学内容中重点和难点的区

别。每节课讲解的内容一般包括难、中、易等深浅不

同的方面——从难易点分配时间：要分散难点，难点

可能是重点也可能不是重点，对于重点内容要精讲细

讲、深人浅出讲深讲透直至学生掌握为止；对于难点

内容，要缓慢地讲讲清楚即可。[6]

2 根据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语言

影响局部教学节奏的成分有：手势、语言、教学

手段的使用等等。一般而言，教学语言出现在每一个

教学环节，教学语言节奏作为一种“小节奏”——局

部的节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听感，继而影响到学生

的学习效果。好的教学节奏是准确严谨与生动形象的

教学语言的灵活运用 [7]，在复习及引入新课，即涉及

非本堂课教学重难点的教学环节时，应使用简单、明快、

紧凑的话语以及跳跃式的讲解 [6][8]。重难点的时候可

以用起伏的声调，语音要清晰，声音要响亮，讲慢一点，

让学生充分消化；在给学生做练习的时候可以用比较

舒缓的语调，教师说话也不宜过多，尽可能让学生安

静思考 [9]。	

通常来说，因为出于紧张、人在说话时有“爽感”，

新手教师往往语速很快，所以需要尽可能放慢语速；

再者，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在语气、语调上往往缺少

变化，因而在教学初期，需要有意识地调节：如当学

生未理解时，重复刚才所讲；在关键词上增强声音的

响度和提高声音的音高。当教学语言有了变化后，就

有了教学的“小节奏”，即局部节奏。

3 关注学生心理节奏，及时调整教学语言

教师不应脱离对学生心理节奏的关注，应根据学

生的即时反馈，通过教学语言调节单个教学环节的“小

节奏”。在互动不起来时，适当放慢，因为若节奏太

快，学生的思维跟不上教学进度和教师的思维，教学

效果会下降；反之，如果节奏过慢，学生注意力下降，

思维松懈，教学效果也不会理想 [8]。

教师如何探知学生心理节奏呢？总体而言，可以

通过既往的学情分析、当下的课堂氛围及学生反馈如

语言和表情来一探究竟。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培养教学

直觉：勤于了解、观察、分析，及时调整教学节奏。

就如何观察而言，比如当学生睁大双眼、蹙起眉头，

可能说明学生没理解相关内容。教师或许需要重复所

讲或放慢语速。需要注意的是，课堂环节的安排亦并

非一成不变，当有突发情况或发现学生状态不同以往，

教师可以通过自己判断，及时、灵活地调整课堂环节。

在一次授课中，教师发现学生的状态有些低落，便立

即决定将下一个较难的课堂重点环节推后，转而将一

个趣味性较强的环节提前。有时，亦可以率先告知学

生课堂安排，让学生来选择学习的版块，当然，这也

要求教师在备课阶段准备充足的教学环节以供灵活调

整。

教学节奏包含了内容节奏、结构节奏、语言节奏、

信息载体节奏、情绪节奏 [7]。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该研究提出的“信息载体节奏”值得关注，比如在《英

语国家概况》这门课中，偶尔会通过一个 2-3 分钟的

视频来辅助教学目标的实现，有时视频的讲解速度快，

可适用于给学生快速地普及相关背景知识；有的视频

切镜较慢的城市风光，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可适用于

较密集的知识点教授之后，这时课堂需要将教学节奏

慢下来，同时视频内容也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

4 留心教学语言中“无声”的节奏

还有一个和节奏相关，却很容易被忽视问题——

如何运用停顿。教学语言中的停顿如同一支乐曲中的

“休止符”。当休止符出现时，相关乐声停止，直到

出现下一个乐符。倘若乐曲中没有休止符而全是连绵

不断的乐符，哪怕这旋律再婉转、动听，由于不给人

喘息、平复的机会，也难以让人有所思索与回味，时

间长后易使听众身心疲惫，甚至不愿再继续聆听。

尽管看似没有声音，作为乐句的一部分，正是因

为有所规律的静止才有了节奏感。在教学环节中亦然，

其中需要停顿的场景若细细分析起来不一而足：（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问句结尾之时。在教学过程中，

为促使学生思考，教师常常会抛出一些“真”问题（相

较于“真”问题，还有一些提问仅是为语句衔接，变

换叙述方式等，而不需要学生思考），在提出该问题

后，一定要留下必要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进行实实

在在的思考。在既往笔者聆听的一场大型讲座中，讲

者在中途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真实提问，或许出于时

间关系或不甚熟稔，在提出问题后几乎没有任何的停

顿，就直接给出了答案或转移到另一个话题。听到问

句的听者，一般会条件反射地思考问题的答案，可讲

者没有停顿则剥夺了听者思考的机会；其次，本可以

引发很好的讨论或激发更多思考与碰撞，使课堂效果

进一步升华的时刻，与陈述句无异的效果则让这些可

能性化为泡沫。（2）学生发言之时。学生在回答问题

时，有时候会遇到卡壳的情况，其需要多一点点时间

把思路理顺。而有些教师几乎不给学生思考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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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生一收到问题就能立马给出答案，而这样实则

丧失了向学生提问的意义；另一种情况是，教师在学

生思考时同时不停地说话，如果学生抗干扰能力很强

还能应付过去，但往往教师在说话时，是有意图和明

确对象的，如此学生就会将注意力放到教师新补充的

话当中，从而被中断原先的思考，其他同学亦然。在

具体的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应该观察学生的反应，

如果学生在思考，则给予对方充足的思考时间，在对

方思考时，也可以环顾四周，意味其他同学也可以一

同思考，这个时间要根据问题的难度来，一般来说不

超过半分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学生尚未给出答案，

可以将提问的难度降级，或者给一些提示的方向，再

一次给学生思考的时间（根据难度的下降逐渐变短）。

（3）学生在做练习时。和上一点类似，即教师不要在

本是属于学生思考等的环节干扰或打断学生。有一些

教师会说一些注意事项，这种情况其实是教学经验的

缺失，如果说注意事项，应该在学生开始练习之前明

确地进行说明，再把时间完完全全交予学生，亦所谓

使“任务清晰”——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专注做什么。

不要在学生已经非常专注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两句话，

尤其忌讳讲一些与教学目标无关的话，打乱学生的心

理节奏。如果要给予评价，也应当在学生练习结束之后，

如此才能达到最好的练习效果。（4）使用其他教学手

段，如播放视频媒体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偶尔会

播放一个简短的视频来调节课堂气氛，与此同时学生

也可以通过视频中的内容有所收获，而在视频的播放

途中，不建议教师说话，因为学生的注意力此时都在

视频中，而教师此时的言行只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使原本的教学目的打折扣。如若教师想让学生注

意到画面中一些事物，可以在视频播放前提前对学生

进行注意力预置，说“待会的视频中，请大家注意如

下几个地方……”；又或教师想针对某个画面进行提

问，也应该在视频播放前把问题提出，在视频播放完

毕后再针对问题进行解答。这样一来，每一个环节大

家都得以充分且高效地投入。（5）当完成一些发人深

省的学习内容或提出一些有反思价值的语句后。此点

和第一点类似，都是需要学生有时间和空间进行思索，

而这种情况下不是以抛出一个问句的形式，只是完成

比如包含思政元素的一个教学环节之后：可以是学生

共同赏析完一个故事，学生进行完慷慨激昂的一番演

讲，播放完一个感人至深的视频，或教师进行完引人

深思的总结等。这些场景尽管不是在提问，但它由于

使人思索与回味的目的，值得让教师留一个空间，让

大家的思绪再“飞”一会，细细地品味，使“余音绕梁”

得到最大发挥。

还有很多的场景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进一

步地探索和深入。总而言之，相对于前面提到的语言

节奏等，停顿作为一种“无声”，也会影响语言节奏，

从而带动学生的心理节奏。作为教师，不仅要关注“有

声”的节奏，也要留心“无声”的节奏。

长远而言，对教学节奏的把握离不开教师对教学

过程的不断反思、对学生的观察、对教学内容的熟稔，

而本文的建议也旨在引发青年教师对教学节奏的关注，

以期抛砖引玉，丰富教学节奏的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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