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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身教重于言传——做对学生有用的好老师 
◆陈亚平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四川  620010） 

 
摘要：“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心灵与个体的自由，而不是给学生洗脑，

并统领学生。” 要做到这样，只能以老师自己的言行举止去感化和引导

学生。教师的“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对学生美好心灵的铸造、健康
心智、良好习惯与高尚品德的培养都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因此，

教师要优化自身形象，在行为、气质、素养甚至仪表上都要提高，把外

在形象与内在素质结合起来，以良好的师风师德感召和熏陶学生，以自
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真正做到寓德于教，言传身教，为人

师表，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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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在一篇演讲中多次提到，教师应
做到身正为师，才能为人师表，并且做到言传身教。长期的教育
实践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尤其是对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讲，教师更是学生的一面镜子，
言谈举止，为人处世，衣着穿戴……都是学生私下议论的话题和
学习的模板。可见，“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才是我们作为人
民教师应该面对学生的最佳姿态。教会他们做人比教会他们做
事，对他们更有益。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怎样去为人师表，言传
身教，从而做到身正为师呢？我认为大致应从如下几方面去努
力： 

一、做语言的表率 
在大学校园里，学生每天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里

度过的，每天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老师的熏陶和影响下生活着，加
上处在青春懵懂期这个年龄阶段的特点，加之大多数学生第一次
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所以老师成为他们最信赖的人，那么他们会
很乐意的模仿和遵从老师的言行。因此，教师就必须要用规范、
文明、人性化的语言去影响他们。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要讲文明
讲礼貌，遇到师长要主动打招呼，当学生向老师问候“老师您好”
时，作为老师的你也应该道一声“同学你好”，不能只随意点一
点头，更不能置之不理或满不在乎，否则会伤学生的心，长此以
往他们也会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教师常对学生说“请进来”、
“请坐下”“请稍等”等礼貌语言，这实际上已在向学生做文明
礼貌的示范，学生会从中受到启迪。有一名学生就曾对我说过：
“老师，您让我们尊敬老师，可我叫过几次一位老师，他有时不
理会我，有时就是用鼻音“嗯”一声，您要我怎么尊敬他？”久
而久之，学生对这样的老师就会熟视无睹了。甚至，有些老师会
没有尺度的跟学生开玩笑，让学生形成没大没小的习惯，甚至随
意称呼教师外号，这便是教师没有做好语言表率的例子。 

二、做仪表的表率  
俗话说“佛要金妆，人要衣妆”。一位优秀的教师，良好的

外在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在要求和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
可如果我们老师自身都不注意形象，又拿什么去约束学生呢？再
者，穿着代表的是我们的职业形象，是时刻提醒我们是一名职业
人，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当你走进教室、踏上讲台时，学
生的目光都聚集在教师的身上。老师什么样的穿着，什么样的发
型，都会成为学生视觉的焦点。这时的形象是老师树立在学生心
中的威性和榜样的第一步。所以，老师的仪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
地引导着学生。教师穿着过于休闲、拖沓、流行花哨，甚至裸露。
在学生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风气。长此以往，会让学生降低
标准和藐视校纪班规。例如，我们在升旗仪式和散学典礼时，是
学生和老师的大集合，我们要求学生不管天气如何都应规范着装
和化妆，我们老师也应同样如此。可见教师的仪表具有鲜明的示
范性。真正的要处理好老师的仪容，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教师不仅
要衣妆，而且更要靓妆。这里的“靓”不是指衣着的外露，而是
指老师在自身的容貌的基础上，根据教师的职业特点，通过恰当
的服饰来妆扮自己，使教师的容貌显得更美，更有利于教学的形
象。 

三、做行动的表率 

有人专门探讨过，对于教师而言，“言传”和“身教”究竟
孰轻孰重？而我认为，无声的“身教”要比有声的“言传”影响
力更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拿说普
通话来说，我明确要求过学生必须规范使用普通话，而并非方言。
但是，我们其他老师在办公室或私底下跟学生交流时，全部使用
四川话。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办公室，老师们之间会相互开玩笑、
甚至大闹、甚至说一些不雅的语言，学生听到后会以此为把柄“威
胁”老师，当作跟老师“亲近”的砝码。这样一来，我们在课堂
上那种历尽千辛万苦树立起来的高大形象又是何必呢？更重要
的是，学生会觉得我们老师“太水” ，觉得学校“太烂”。可
事实上，我们都是有志气有想法的教师，只是我们还未将自己定
位，我们是在为一群有理想的青年人的树职业形象的“模特”。  

四、做言行一致的表率 
部分教师常常会出现语言和行为的脱节，说的和做的往往会

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我就曾因为看影片的事出尔反尔被学生当众
出言不逊：“老师说话不算数，我们以后不听你的！” 甚至还有
学生在习作上对我言行不一致的行为进行抨击……可见，教师言
行不一致，会使学生无所适从，久而久之学生会对教师产生不信
任感，甚至会养成两面三刀的性格，对学生养成良好品质的形成
极其有害。所以，凡是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率先做到；
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小事也不能马虎，如要求
学生不迟到，教师就应提前五分钟到教室门口等待等等，看似区
区小事，实则细微之处可做表率也。 

俗话说，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步。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所以说教师是旗帜，学生如影随形般地追着走；
教师是路标，学生毫不迟疑地顺着标记前行。因此，教师要优化
自身形象，在行为、气质、素养甚至仪表上都应得到提高，把外
在形象与内在素质结合起来，以良好的师风师德感召和熏陶学
生，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真正做到寓德于教，
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总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在职业教育中，由于学生的年龄和学识有限，所以我们作为老师
必须为他们树立榜样，从点滴开始影响他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人们对于教师的赞
美也是溢于言词。如“桃李满天下”“辛勤的园丁”等，都是对
教师这一职业的褒奖。教师对于学生的成材和成长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可以说是学生思想与灵魂的启蒙，这也凸显了教师的重
要性。对于教师自己而言，“为人师表”是必须的，恪守教师的
职业道德，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
操，有助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如何做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我们
要像教育学家提出的那样“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做出良好的表率，体现出教师良
好的人格和品格，全方位地照顾到学生的性格和特点，培养出优
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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