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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老师，这些话您不能说 
◆王  丹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教学研究室） 

 
教师的课堂语言要求规范、准确、简洁，且要具有亲和力，

它作为传播的媒介，在教师授课或与学生情感交流时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尤其在减轻学生心理负担方面有一定的影响，规范和
谐的语言，让人赏心悦目，处于愉快的氛围中。但实际教学过程
中，很多教师却忽视了这一点，往往随心所欲地说了一些不该说
的话，影响了课堂气氛，伤害了学生的情感。笔者结合实际，总
结了教师最不该说的错话，与同行共勉。 

一、无用的废话：你们紧张吗？ 
笔者从教 18 年来，听的公开课或示范课已经几百节了。由

于公开课或示范课是借班上课，执教者都要通过一些活动来缓解
紧张情绪，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大多数的导入都非常成功，
但也有个别教师的导入是不成功的。比如，有位教师这样开头：
“同学们，今天这么多教师听课，你们紧张吗？”同学们小声地
说：“不紧张。”“请大声说‘不紧张’！”“不紧张！”“同学们，请
和平常一样，放开胆子，不要紧张，让我们共同完成本节课的学
习任务。”其实，非常容易看出，执教者看到陌生的老师和学生
后自己觉得紧张，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故意设置的这一环节，
这样一来，原本不是太紧张的学生反而因为老师的渲染而觉得很
紧张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你们紧张吗”，这句话没有任何
作用，反而带来负面影响，借班上课千万不可这样导课。 

二、不当的称呼：美女，帅哥。 
教师称呼全体同学时一般称为“同学们”，称个体学生时，

一般称全名或只呼名。但现在课堂上的称呼千奇百怪：“这个问
题请这位美女来回答”，“请那位帅哥来解释一下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都搞错了！”……听起来好像
很幽默，学生也笑作一团，然而，被叫到的学生却十分尴尬，很
是难为情。其实，同学们、姓名就是最好的称呼，如果教师经常
用一些流行语、网络语称呼学生，势必误导学生，影响学生的用
语习惯。 

三、多余的提示：左一个提示，右一个注意。 
担心时间不够、出现偏差或不能完成任务，许多教师刚一提

出问题就喋喋不休地左一个提示，右一个注意，让学生耳根不能
清静，无法集中精力独立思考问题。其实，基本功扎实的教师一
般能做到三点：憋得住，装得像，问得巧。既然提出问题让学生
独立思考解决，那就要放手，憋住你不该有的提醒和暗示，再加
上适当的“装糊涂”和巧妙的提问，相信学生一定会有“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所以，教师一定要将时间
真正的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人，让他们体验到静
静思考所带来的成功和喜悦。 

四、虚伪的鼓励：咱们一起为××鼓掌！ 
鼓励的话语是每个学生最希望得到的，但这个鼓励必须是真

诚的，发自肺腑的，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一切都是情感的自然
流露。然而，部分执教者担心课堂气氛不够热烈，在学生回答了
一非常简单的问题后，无休止的提议学生“咱们一起为××鼓
掌”，一节课听起来很“热闹”，但被鼓励者没有丝毫喜悦之情，
鼓掌者也是“习惯性”鼓掌，根本没有诚意。这样的掌声不要也
罢！ 

其实，真正有水平的教师，他是不会“教唆”学生鼓掌，更
不会“索要”掌声，而是通过精彩的设计、恰当的提问、风趣的
语言或是绝妙的回答让学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地鼓掌。 

五、不公的话语：让你们班语文最好的来朗读一下这篇课文。 
语文课少不了朗读，一些执教者担心齐读或随意找一个学生

起来后朗读的不是很好，达不到理想效果，于是就让班上语文最
好的同学朗读，这种做法极为不好。当教师提出这个问题后，所
有的同学都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最好者”，并暗自庆幸
“不是我”，至于文中所表现的情感、作者的写作意图等早已抛
之脑外，长此以往，课堂也只有优生在展示，所谓的“差生”永
远没有机会表现，“为了一切学生”、教育公平将无从谈起。 

我们的课堂关注的是全体学生，尤其是那些“不够完美”、

亟待提高的学生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多给他们提供展示的机
会，让他们在我们的启发下逐渐变得优秀，就像著名特级教师程
翔所说的那样，“正因为你不是很优秀，所以才让你做，相信自
己，你能行！” 

六、无效的反问：听到了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笔者在上学期听过一节课，发现该老师最爱问学生“对不

对”，于是一时心血来潮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发现“对不对”
这句话在这节课居然出现 38 次，也就是说每分钟内他都会说“对
不对”，而学生的回答基本上是“对”，我懵了，这到底“对不对”？
除了这句“对不对”是教师常说的，还有“听到了吗”、“是不是
这样”、“那么”、“这个”、“嗯啊”等等，无效的反问、没有休止
的口头禅，让学生和听课者觉得十分反感，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要解决这个毛病，其实也不难，只需要将自己的授课录制下来，
重新观看并及时纠正，再辅以必要的训练和精心的备课，相信过
不了多久，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 

七、极端的讽刺：这个题目我讲了几遍了，你们还做错，脑
袋里装的是什么？ 

一些教师面对学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觉得十分不可理喻，
于是一些讽刺、挖苦的话语便脱口而出：“这个题目我讲了几遍
了，你们还做错，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你真是朽木不可雕
也！”，“我见过笨的，但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笨的！”……这些刺耳
的话语把学生伤的体无完肤，他会变得越来越自卑，内心充满着
恐惧、仇恨，走入社会将是很大的危险。不体罚、变相体罚学生
早已写进法律，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尊重学生是教师最
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但愿笔者描述的现象都是“浮云”。 

八、无需的限制：给你们两分钟的思考时间！ 
交流、讨论、展示等都是新课标明确提出的要求，要完成这

些活动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个别教师由于考虑进度和时间因素，
往往是提出一个问题后，限制学生“一分钟”或“二分钟”之内
完成，根本没有考虑到每个学生是否参与其中、环节是否落实、
效果是否明显，再说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时间应该由学生
来支配，怎么是教师给学生“一分钟”或“两分钟”？每个学生
的基本情况都不一样，每个问题的难度也不尽相同，教师应该根
据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把时间交给学生支配，确保每个
学生都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当然，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必要的
提示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便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犯的语言错误，属于“细节”
问题，看似平常，但平常中却蕴涵着智慧；貌似简单，可简单中
仍孕育着深刻。我们的课堂正是因为注重了这样的“细节”，所
以才变得那样充实饱满，那样激情跌宕，那样隽永俊秀。 

老师，如果你说了这些话，就请立即纠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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