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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不但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且也

是人们交流思想、情感的有效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通过倾听可以领悟到学生是生命的存在，通过倾听能参

与学生的成长、参与创造学生的声音。

一、问题的提出

读完日本著名教育家佐藤学先生的 《静悄悄的革

命》 一书，脑海里印象深刻的是“倾听”一词。“倾

听”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细心地听取 （多用

于上对下）”，在倡导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教师作为“平

等中的首席”更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倾听

者。正如佐藤学先生所说：“没有学会倾听的教师，就

没有学会倾听的学生；哪个教室里有不会倾听的学生，

一定有不会倾听的教师。要想让学生学会倾听，教师首

先要懂得倾听学生。除此之外，再也无法找到其它更好

的办法了。” [1]因此，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教师对学生的

倾听。

二、教师倾听的内容

美国语言学家保尔兰金等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言

语 实 践 的 使 用 情 况 是 ： 听 占 45％， 说 占 30％， 读 占

16％，写占 9％。倾听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教师们的重

视，但倾听什么仍然是教师们面临的困惑。殊不知，如

果我们不能弄明白我们应尽力倾听的内容，又怎能更好

地去倾听呢？

1. 倾听学生的内心世界

通过听课和自己上学十几年的经历，我深切地感

受到教师们更多地关注学生们是不是掌握了他们所传

授的知识，而较少关注学生内心的思想情感。正如佐藤

学先生所说：“教师的注意力一般只集中在讲课上，很

少去关注听课过程中学生思想的起伏波动或与学生的想

象产生共鸣。而相互学习关系的建立恰恰需要从教师用

心倾听学生身体所发出的无声的语言开始。” [2]一个善

于倾听的教师能听取学生发言中所包含着的心情、想

法，与他们心心相印，能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能把握

学生的情感动向，能迅速准确地从学生发出的各种声音

中听出各种情感。
一位教师在教学 《幼时记趣》 时讨论“鞭打蛤蟆”

这一趣事 ，学 生 们纷 纷 认 为 癞 蛤蟆 欺 负 弱 小 ，该打。
一学生怯怯地说：“我不太同意，癞蛤蟆虽丑，但它

在房屋四周吃害虫，为什么要打它呢？更何况，人打

蛤蟆，不也是欺负弱小吗？”教师怔了一下，随即想到

该生是从农村来这寄读，还没被同学们接纳，他对癞

蛤蟆的同情，实际上是其内心真实情感的反映。教师

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呵护他，同时教育其他学生。“你

敢于思考，见解独特，老师很欣赏。同一篇文章，从

不同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小虫而言，癞蛤蟆

是强暴；对癞蛤蟆而言，人是强暴。大家还有新的体

会吗？”教室里“炸开了锅”…… [3]这位教师对学生内

心声音的静心倾听，生成了意想不到的教学资源，使

每一个学生都经历了一次成长的过程，获得了可喜的

收获。
2. 倾听学生思路各异的想法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之前，头

脑里并非一片空白，他们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并

对即将学习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因此，无论什

么样的发言或行动，都有他自身的“逻辑世界”，都是

其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叶澜教授说：

“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

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图像，而不是一切都必须循固定线

路而没有激情的旅程。” [4]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中不可

能完全按照教师的设想进行，随时都伴随着学生精彩观

念的诞生。教学是学生讲解、教师倾听的过程，这种教

学就是提供让学生诞生精彩观念的机会。[5]所以，作为

一名教师，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去倾听学生思路各异的

观念。
3. 倾听学生的错误信息

达克沃斯认为，教师要愿意接受学生的观念，即使

学生的观念是错误的，教师首先关切的是“他为什么这

样想”，而不是基于教师自己的立场或教科书的标准而

漠视、排斥或谴责学生。[6]心理学家盖耶也认为：“谁

不考虑尝试错误，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就将错过最富有

成效的学习时刻。”可见，学生的学习错误是课堂教学

的巨大财富。而要想捕捉错误信息，教师就需要学会倾

听，并及时分析整合信息，让学生参与到辨错、改错的

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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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倾听的策略

在我搜索的资料中，有绝大部分的文章出自于一线

教师，他们根据自己的教学案例，提出了对应的方法

策 略。诚 然 ， 这 些 措 施 都 有 其 价 值 所 在 ， 但 笔 者 认

为，教师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倾听者，还必须具备以下

两点：

1. 要有主动倾听的意识

安桂清副教授在 《对一堂作文课所做的教育批评》
这一论文中认为：“在师生互动中，与其说是教师的

表达能力，毋宁说是教师的倾听能力更足以考验其水

平。不夸张地说，如果教学领域拥有未来，它来自于

教师重构的作为倾听者的身份实践。”由此可见，教师

主动倾听的重要意义。然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

是行动的前提。如 果 教师 从 观 念 上 没有 认 识 到 的 话 ，

我们再怎么强调教师要耐心、细心都无济于事。所以，

我们必须首先冲洗教师的头脑，让他们时时刻刻都持

有一颗倾听学生的敏感的心。只有具备了主动倾听学生

的意识，他们才会想办法去更好的倾听每个学生的一

切。
2. 创造“润泽的教室”，构建民主和谐的课堂文化

环境

“润泽的教室”这一词语出现在佐藤学先生 《静悄

悄的革命》 一书中。“润泽”这个词表示的是湿润程

度，也可以说它表示了那种安心的、无拘无束的、轻

柔滋润肌肤的感觉。“润泽的教室”给人的感觉是教

室里的每个人的呼吸和其节律都是那么地柔和。在这

样一个教室里，教师和学生都不受“主体性”神话的

束缚，处处体现了民主和平等。教师的倾听是教学民

主的体现，没有民主与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教学倾

听。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教室里，教师才能真真正正地

弯下腰去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心情和想法，领悟倾听的

本质。
教学的本质是倾听和对话。[7]可以说，教师的每一

次倾听，是课堂教学中又一次对话的开始，又一次碰撞

的开始。没有倾听就没有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法开展教

学活动。所以，对教师而言，应该专心致志地倾听学生

的声音，并在倾听中点燃课堂的对话，生成教学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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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31 页） 真正得以彰显。比如：在公开课上，为

了便于竞争，教师把学生分为 6 个小组，每一组 5- 6
人，大 家共 同 学 习、共 同 讨论、共 同 解 决 疑难 问 题 ，

在回答问题时大家推选一个主发言人，任何人都有补

充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以小组

为单位计分。这 就 调 动 了学 生 学 习 和 参与 的 积 极 性。
每个人都献计献策、积极参与。在竞争过程中发现自

我、发展自己。课堂竞争机制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竞争意识，促进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弘扬了独特的个性、挖掘了他们

的潜能，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做法。

六、让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诱发兴趣

英语的课堂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室里，它的内容应

该是丰富多彩的。我 们 应 该彰 显 英 语 教 学的 独 特 性 ，

并使之具备独特的魅力。我在英语教学中，就经常把

学生带出教室，接受各类的语言熏陶。比如：带着学

生 去 参 加 English Corner，让 学 生 不 仅 学 习 西 方 语 言 ，

还要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在过生日的时候，组织学

生，参加生日 Party，感受到了异国的风情，领略了英

语的魅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

野，满足了学生的求知欲，更有利于培养和稳定学生的

学习兴趣。将英语课堂延伸到课外，还是充满着不可低

估的魅力的。

七、共享多媒体资源，把课堂参与投向生活

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从不

同渠道以不同的形式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语言和

语言运用。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普遍使用，

多媒体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多媒体具有声情并

茂、视听结合、动静相宜、感染力强等特点。使用多媒

体创设的情景简直比真实更真实。栩栩如生的画面，轻

柔优美的音乐，再加上老师环环相扣的设计、层层推进

地启发，学生应答的由情而生，由景而发。 主动利用

学习资源，就能占有学习的先机。
教育的魅力在于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学生只有主

动参与到学习中来，主体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教师要把

探究的过程还给学生，知识只有在热爱中才有活力，在

探索中才有生命，在尝试中才有发现；要让学生在探讨

中找到乐趣，在情景中升华情感，在思辨中发展能力，

在活动中张扬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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